
〈愛烏罕四駿圖〉回文題記釋義初探 207

〈愛烏罕四駿圖〉回文題記釋義初探

駱愛麗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兼任）

提　　要

宮廷畫家郎世寧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所繪〈愛烏罕四駿圖〉的四匹
貢馬的命名與尺寸描述，皆為四體合璧的題記，以回文為首，餘者由右至左依序為

漢文、滿文與蒙古文，這樣的記錄較少見於清代繪畫。其中「回文」從未見論述，

是否照錄漢文或是滿文題記，或另具陳述，頗值得探究，試以《五體清文鑑》、

《五體清文鑑譯解》為本，考釋其文義；旁涉愛烏罕近代史歷程、回文演變與馬文

化。

關鍵詞：�〈愛烏罕四駿圖〉、《五體清文鑑》、回文（察合台文、老維吾爾

文）、郎世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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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體合璧題記的意義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除了漢地的漢民之外，還有新疆、

西藏，以及據北方且同為北方遊牧部落的蒙古，在這樣一個多民族的背景之下，非

漢文與漢文的多文字共存具有客觀性與務實性。

十七世紀滿族興起時，對於同樣是北方民族，或者可以說是清代唯一勁敵蒙古

族的部落領主積極籠絡與懷柔，並視自己為蒙古王朝的正統後繼者，因此清太宗從

蒙古最後一位大汗林丹之子的手中接下元朝可汗的玉璽，可算是成吉思汗霸業的繼

承者，進而成為蒙古領主貴族的共同宗主。1此外，始自後金至清末持續三百年的

滿蒙聯姻中，嫁出皇室女子共計四百餘人，亦有從蒙古王公貴族中擇妃，其中順治

的母后孝莊皇后就是蒙古科爾沁部人，2因此這樣的聯姻可視為滿蒙的政治聯盟，亦

能鞏固北部邊防。3再者，清代貴族幾乎通曉蒙古文，也信仰蒙古族所信仰的藏傳

佛教，並成為此教的最高保護者，4這一切都說明滿族與蒙古族關係之密切，故清代

歷朝的文書等具有蒙文，實不足奇。

清代多民族的背景之下，具有二體合璧至多體合璧的實例繁多，存在於奏摺、

辭書、圖書、文書檔案、碑刻、錢幣、印鑑、信牌、器物等各種載體，彰顯出多民

族的特色與背景。入關前努爾哈赤所鑄的「天命通寶」汗錢，滿文與漢文各自鑄

造，5「順治通寶」為滿漢合璧，背面為漢字「寶泉」二字的滿文音譯，乾隆二十四

年（1759）平定回部，依將軍兆惠之請，由戶部頒發錢式，開局於葉爾羌，得三體

合璧「乾隆通寶」，背面鑄葉爾羌城名，左用滿文，右用回字，和闐、喀什噶爾等

城的鑄幣亦同。6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新疆準噶爾部叛亂，遂用漢文、滿文、

蒙文與西番將平定過程刻成三通紀念碑，並立於承德避暑山莊的普寧寺，7另改建避

1  符拉基米爾佐夫，劉榮焌譯，《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
297-298。莊吉發，《清史論集十六》（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頁 30。

2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3），頁 583、382。
3  馬大正，〈論中國歷史上的邊疆政策〉，戴逸主編，《清史研究與避暑山莊：中國承德清史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03-2003》（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頁 16。

4  符拉基米爾佐夫，劉榮焌譯，《蒙古社會制度史》，頁 297-298。
5  關東昇主編，《中國民族文字與書法寶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1），頁 37。
6  黃鵬霄編，《故宮清錢譜》（北京：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1966），頁 22、36-37。
7  杜紅雨，〈普寧寺與乾隆平定準噶爾〉，趙玲主編，《紀念避暑山莊建園三百週年論文集─ 1703-

2003》（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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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山莊麗正門時，以滿、蒙、漢、回、藏五種民族文字題寫門額。8並諭在永陵、

福陵、昭陵等清代祖陵「所有下馬木牌，俱著改用石牌，鐫刻清、漢、蒙古、西

番、回子五體字，以昭我國家一統同文之盛」。9

清代官修滿漢二體、滿漢蒙三體合璧，甚至多體合璧的書面文獻，像是各類辭

書、《實錄》、奏摺、檔案與圖書（例如《職貢圖》，《滿漢異域錄》等）甚多，另有

為了學習漢文化，而將《四書》譯成滿文，乾隆年間亦有《大藏經》滿文譯本。始

於乾隆二十年編纂，於二十八年欽定的二十四卷《欽定西域同文志》可視為多體合

璧集大成者。運用多達六種文字記載天山南北、西藏與青海的山名、水名與人名，

六體分別是國書（滿文）、漢文、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與回字，另加入漢字切

音與漢文的詞彙註解。此書的政治目的在於「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略之書。然準

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由於滿人、漢人臣子未解新疆準噶爾部與回部的語言

文字，因此有必要輯錄多語言的詞彙字典，「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蹖駁舛訛

之虞」；而「同文」之目的在於「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

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10總之，這樣的多體合璧實為統治多民族

背景需求下的產物。

本文探討的〈愛烏罕四駿圖〉（以下簡稱〈四駿圖〉、「圖 1」）四體合璧題記就

是書畫中的一個例證。漢文、滿文與蒙文之外，另添用清帝國新疆回部少數民族回

子的文字「回文」為題記，而愛烏罕是大清藩屬之一且為「回疆最西之屬國」、「遙

在拔達山更西」，據此使用回部的文字，則具有強烈地域屬性象徵的意義。

二、東珠王朝創建者阿合馬沙•杜蘭尼與近代阿富汗的興起

清代史料對於愛烏罕的貢馬一事記載詳備，應是當時朝廷重要事件一起，代

表著「天威遠播」，於此同時，各地大臣亦上書讚頌因當朝「盛世昌期」且「聖化

彌隆遙望」，於是愛烏罕「輸誠」貢馬為「千古未有之盛事」。據筆者統計於乾隆

8  天津大學建築系、承德文物局編著，《承德古建築─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建築藝術》（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頁 98。「麗正門」的個別回文單詞亦見於《五體清文鑑》。「麗」
的回文音譯為「rušan」，釋義為「光」（人部二 -聰智類）；「正」的回文音譯為「utara dakei 
oi」（但門額缺「oi, 房」），釋義為「正房」（居處部三 -室家類第一）；「門」的回文音譯為「uluk 
darwadza」（但門額缺「uluk, 貴」），釋義為「正門」（居處部 -宮殿類）。

9  （清）王先謙編纂，《十二朝東華錄 -乾隆朝》(4)（臺北：大東書局，1965），卷三十七，頁
1355。

10  《欽定西域同文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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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至二月十三日，共有三十本奏摺上報高宗，甚至正月二十一

日多達五本奏摺，計有福建漳州鎮總兵官任澍、江南提督齊斌、浙閩總督楊廷璋等

人。11

愛烏罕使者和卓密爾哈（或密爾汗，原文音譯疑是 khwaja Mir khan）12是與其

它五名使者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壬午歲末十二月一道入貢進獻，他們分別是巴

達克山使人阿布都爾阿木咱、霍罕使人巴巴什克、西哈薩克烏爾根齊部使人塞德克

勒、奇齊玉斯部使人烏克巴什頗拉特，以及回部喀什噶爾諸城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

伯克。《高宗實錄》記載「愛烏罕入貢」一事六處，完整記錄使節團在境內的重要

活動，計有特派侍衛迎駕與沿途設宴、首次召見與賞賜、兩次賜宴並觀賞閱軍、皇

帝賜敇書，以及返回的禮遇等。13

北斗剛逢月指寅，哈薩克三汗內附，愛烏罕一使初馳金花箋嚕克靄表，赭

汗驄額色披騤，拔達山仍輸韎韐，霍韓部亦效權奇，爻閭四比傳趨蟻。散

秩同途代展葵。14

清高宗《御製詩》告知，就在此時歲初之際，愛烏罕初次進金紙表文並獻馬、拔達

克山與霍罕（即霍韓、浩罕）同表歸順。此外，西哈薩克兩部的三汗王，啓齊玉蘇

部（小玉茲）的努喇麗汗、巴圖爾汗兩汗王，以及烏爾根齊部（大玉茲）的哈雅布

汗，也一道遣使表示歸附。高宗知道大清的江山有著朝臣轉達各部的向心，以及來

自四方且前仆後繼的外籓。

今日的阿富汗斯坦於七世紀左右陸續進入伊斯蘭世界，漸次取代之前的祆教、

佛教等文化，此後就與中亞、伊朗、南亞、印度等地的伊斯蘭歷史密不可分，或

作為屬地，或作為地方王朝，直至十八世紀止。突厥王朝哥疾寧王朝（即伽色尼

王朝，Ghaznavids, 963-1187）之後是波斯所立的古爾王朝（Ghurids, 1148-1215），

十三世紀則是隸屬蒙古宗王建立的伊朗伊利汗國（Ilkhanids, 1256-1335），而此時的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16輯─乾隆二一
年十一月─二八年二月。

12  khwaja, khawaja, khoja等為拼法互異的單詞，音譯為火者、和卓、霍加等，釋義為富商、首領、
大師或是太監、宦官（F. Steingass, The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Teheran: Iran 
University Press, 1988)），此處應為尊稱頭銜。

13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14）（臺北：華文書局，1968），頁 9833-9858。
14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冊 5，卷
二十七。詩注「嚕克靄表，帕爾西語謂表箋也」，「嚕克靄」此字疑為波斯語「信、紙 -kāghaz, 
kāghiz」的對音、「額色披謂馬也，亦帕爾西語」，此字應為波斯語「馬 -asb」的對音。出自 F. 
Steingass, The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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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勢力為塔吉克族（Tadjik）的卡爾茲王朝（Karts）。十六世紀的阿富汗分屬於

中亞昔班王朝（Shaybanids）、伊朗的薩發威王朝（Safavids, 1501-1736）與印度的

莫臥爾帝國（Mughal, 1526-1858），也就在此時，以坎大哈（Kandahar）為基地的

「阿布達里斯」（Abdalis）部落開始浮現出歷史舞台，取代之前作大的塔吉克族，

並取得薩發威王朝「阿巴斯大帝」（Shāh Abbas the Great, 1571-1629）的認可，將

勢力擴及至阿富汗西側臨近伊朗邊陲的重鎮哈烈（Herat）。薩多（Sado）被認定為

領袖，他的氏族（Sadozays）接續成為當地的領導家族。伊朗的納迪爾沙（Nadir 

Shāh,  1736-1747）於 1737年掌控了所有的阿富汗斯坦，並以此為腹地，於 1739年

進攻印度，最終獲得全勝，印度河以西之莫臥爾帝國疆域盡歸其下。納迪爾沙對於

「阿布達里斯」部落相當倚重，年輕首領阿合馬沙（Ahmad Shāh）是他手下的軍官

且地位不斷高升，據云納迪爾沙曾預測繼他之後的君王就是阿合馬沙。

納迪爾沙被刺殺後，阿合馬沙於坎大哈稱王，定其為都並鑄幣，奪取納迪爾沙

的東部江山直至印度河畔，成為家族中第一個奪下阿富汗斯坦，取稱號為「珠中之

珠」（Peral of Perals, Durr-i Durrān），而其部落「阿布達里斯」從此被稱為「東珠」

（Durrāni）。愛烏罕所進貢的四駿是來自「愛哈默特沙」，此名應該就是「阿合馬

沙」（Ahmad Shāh）的對音，即阿富汗東珠王朝（1747-1823）的建立者阿合馬沙．

杜蘭尼（Ahmad Shāh Durrānī, Ahmad Shāh Abdalis, 1722-1772），15他開啟了近代的阿

富汗歷史。

阿合馬沙最偉大的軍事活動就是跨越印度河，前進征服印度，擴展疆域，功績

不僅與號稱「波斯的拿破崙」、「亞歷山大第二」的納迪爾沙匹敵，甚至超越之。他

數次進攻印度，奪下克什米爾、拉合爾（Lahore），以及木爾坦（Multan）三省區、

取得巴哈瓦爾布爾（Bahawalpur）的地方統治家族達氏（Da’udpotras）的宗主權、

佔領德里、征戰錫克族（Sikhs）。16十八世紀末葉莫臥爾帝國國力日漸下坡，德干

高原的印度教瑪拉沙諸侯國（Maratha, 1674-1818）趁虛朝北擴張，迎面與向東入侵

的阿合馬沙對抗，1761年雙方決戰於帕尼帕特（Panipat），此役曾錄於清高宗賜予

15  「東珠」的個別回文單詞亦見於《五體清文鑑》。音譯為「dur」，釋義為「東珠」（產業部二 -
貨財類第一），《五體清文鑑譯解》為真珠的一種，蛤蜊貝。Ahmad Shāh Durrānī的肖像可見於
Gordon Sanderson, The Arts and Antiquities of India (New Delhi: Cosmo Publications, 1983), pp. 160-
161, C. 217.

16  H.A.R. Gibb & J.H. Kramers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Brill, 1960), vol. 1, pp. 216-
231. www.wikipedia.org.（檢索日期：2011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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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馬沙的敇書：17

至爾所奏瑪爾塔（即 Maratha）汗納巴拉池（疑為瑪爾塔君王 Balaji 

Bajirao, 1761歿），聞爾取扎哈那巴特城（疑為 Jahanabad），鳩其鄰部，合

馬步各數十萬眾來爭，至奇里納勒，聞爾領眾前來，伊等俱避入帕尼帕特

城（即 Panipat），爾攻圍六月，殲其大伯克數十人，黨眾十萬餘，獲金銀

器械無算，夫納巴拉池，既能鳩合黨眾如許，乃未經接戰，即入堅城，坐

待誅戮，其事殊不可解。

此役象徵阿富汗人的伊斯蘭教與印度人的印度教兩者的拉鋸，而阿合馬沙的勝利，

證明其勢力已達巔峰。在軍隊劫掠之後，並未久留印度，離開德里衰敗的伊斯蘭

教莫臥爾帝國、坐大印度西北的錫克教，以及印度教瑪爾塔與英國勢力。18阿合

馬沙歿於 1772年，葬在坎大哈近郊穆爾噶柏（Murghab），整個王朝由子帖木爾沙

（Timur Shāh）繼承。

在阿合馬沙贏得重要的帕尼帕特戰役（1761）且離開眾多勢力盤據的印度後，

是否將王朝擴張的目標轉向阿富汗西北側的中亞。據俄國史料所載，阿合馬沙組

織過反清聯盟，霍罕國的統治者額爾德尼加入其中，而阿合馬沙的軍隊曾於 1763

年進入中亞。19此舉呼應敇書所載阿合馬沙「欲往攻布哈爾」（即布哈拉 Bukhara, 

屬霍罕國，稱臣於清），可是「聞已歸附中國，不便侵伐」。20阿合馬沙於壬午

（1762）年末首次遣使密爾漢來朝之際，應聽聞清已統一天山南北，平定回部與霍

集占兄弟之逆，不知是清高宗的西域功勳令其止步而臣服，還是如他對高宗所述

「數年來各處攻戰，未獲稍安」、屬民「亦殊勞苦，尚其和協鄰封，休養部落」21的

無力征戰。阿合馬沙的真實企圖尚未明。以上亦說明大清藩屬彼此縱橫擾清或是相

攻，乃反覆尋常情事。

三、回文

清代對於回部語言知之甚詳，計有三種：「自今哈密闢展以西，至喀什噶爾、

17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14），頁 9846。
18  Surjit Mansing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India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1996), pp. 23, 

309.
19  轉引自潘志平，《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 52-54。
20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14），頁 9846。
21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14），頁 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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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爾羌、和闐，大率相同，謂之圖爾奇語」，「外藩拔達克山、博羅爾諸部所習者，

名帕爾西語」，「別有和爾盎語，則惟回回祖國墨克、默德那諸部習之」。以上分別

是天山以南南疆回部使用的突厥語族之一的「圖爾奇語」，即「回文」、音譯自波

斯文「Fārsī」的「帕爾西語」，以及今日沙烏地阿拉伯半島的麥加（墨克）與麥地

納（默德那）的阿拉伯語。《欽定皇輿西域圖志》還詳列出回文的「字書」，包括字

母、書寫體與讀音規則。22

「帕爾西語」此乃口操波斯語者對於波斯語的自稱，23在伊斯蘭教與波斯文化的

影響下，廣泛流行於伊朗、中亞與南亞，可視為這些地區的共同交際語言與書面

語。除了上述所言拔達克山諸部等處習用之外，確實也是阿合馬沙所屬愛烏罕（阿

富汗）地區使用的語言之一，然僅限於喀布爾（Kabul）和加茲尼（Ghazni）等城

市，阿富汗另外廣泛地使用一種地區性屬於伊朗語族的普什圖語（Pashto），它與帕

爾西語分享許多語言的共同性。24事實上，當時南亞各地尚有許多地域性語言或方

言，例如烏爾都語（Urdu）、克什米爾語（Kashimiri）等。而這些地區因為受到伊

斯蘭教的影響，皆運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拼讀當地各自不同的語言（口語），如

同回部的回文。

此外，《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在論及回部、西番與天竺字母殊異之後，載「今

回部迤南藩屬痕都斯坦部雖與古天竺隣接，要為回部支派，故其字書仍同回部

也。」25顯示出清廷完全知曉周邊地區所運用的語言與書體，但是同時也規範著所屬

之地的用語。循此〈四駿圖〉在涉及多種域外語言文字背景之下，而以「回部字

書」為題記，標示著清代視愛烏罕為「西極之西」與「回中別部」的藩屬，由皇家

的書家書寫回部所使用的回字，此舉應屬合理。高宗《御製詩》復原當時召見的場

景：

玉樹分明蔚崑嵩，星橋直欲接鹽池，耀光雀躍愛烏罕，聯逖鴻賓努喇麗，

翡翠火成蒼頡字，琳琅花吐赤城霞，越裳重譯還重譯，笑語樓前總一 

家。26

22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00），頁 906、
903-905。

23  而非波斯語（Persian）、伊朗語（Iranian），此兩者應為他稱。
24  H.A.R. Gibb & J.H. Kramers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1, p. 220.
25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頁 889。
26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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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烏罕、西哈薩克等藩屬的域外番語的美妙語音，響徹御閣，但是要透過通事們的

互相輾轉翻譯，也許四重，甚至九重，才得以被理解。詩注「葉爾羌回人譯愛烏罕

語，準噶爾人譯回語，然回語、準語皆習而能之」，換言之愛烏罕人口說的帕爾西

語（或是普什圖語等）被翻譯為回語、回語也被翻譯成準噶爾人所用的托忒語，過

程中還應有基本的滿語、漢語或是蒙古語。而就在主客盡歡中，清高宗藉著時機習

得了法爾西語「嚕克靄」為表箋、「額色披」為馬。

回部使用的「回字」歸屬於語言學家所畫分的阿爾泰語系中近二十種突厥語族

中的突厥語之一的維吾爾語。相對於〈四駿圖〉的「漢文」題記而言，其餘三種應

為少數民族文字，正好分別屬於阿爾泰語系三個語族所屬的語言，即滿洲通古斯語

族中的滿語、蒙古語族中的蒙古語之一的回鶻式蒙古文，以及突厥語族中的突厥語

之一的維吾爾語。

阿爾泰語系的「共同語言起源說」理論（或假設），簡言之就是阿爾泰語系的

三個語族的各個語言之間彼此具有極高的相似性， 27或可證明這是一種起源上是親

緣關係的結果，也就是說最早期應有一個共同的、原始的阿爾泰語祖語，之後這個

統一的祖語分裂為三個分支。不過另有學者否認此說，認為這些語言之間的相似，

或僅可視為互相長期接觸下的一種借用詞彙與語法的結果，而最終導致了彼此具有

大量語言的共同特徵，然而十分相似的語言結構並非表示它們之間就具有一個共同

的原始語，此為阿爾泰語系的「語言類型接近說」。28

目前口操阿爾泰語系的人口約有一億人，主要分布於北亞與中亞，此語系包括

近五十種語言，其中突厥語族近二十種，蒙古語族九種，滿洲通古斯語族十三種。

無論上述「共同語言起源說」的理論（或假設）成立與否，事實上是阿爾泰語系的

語言之間確實具有大量共同的語言、語音的特徵，其中最重要者為元音和諧律與黏

著後綴詞的構詞結構。學者研究蒙古語與突厥語之間的共同一致性，在詞法中約佔

50％、詞彙則佔 25％，若以突厥、蒙古語族兩者一起與滿洲通古斯語族比較，則共

同的詞法約佔 5％、詞彙約佔 10％（例如突厥官號「伯克、beg（bek）」似蒙古語

的「別吉、begi」、滿語的「貝勒、beile」）；29而由於民族向外擴張、接觸，因此阿

爾泰語系的語言也具有漢語、藏語，以及古印歐語（梵語、伊朗語）的借詞。

27  部分阿爾泰語言學家主張另含朝鮮語、日本語。
28  科特維奇著、哈斯譯，《阿爾泰諸語言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頁 4-5。
29  科特維奇著、哈斯譯，《阿爾泰諸語言研究》，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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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駿圖〉「回文」題記就是現代維吾爾文的前身，也是維吾爾族的先民，屬

於突厥種的回鶻人（回紇人）在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拼讀文字之一。據學者研究

首先回鶻先民曾於七世紀下半葉至九世紀下半葉，使用過雕刻於石碑上的古代突

厥文魯尼文（Runi），接著是八世紀中葉漠北草原的回鶻汗國受到中亞粟特人的影

響，開始使用改良的粟特文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840年回鶻汗國被黠嘎斯攻破，

兵分三路南下，其中一支進入今日的新疆吐魯番，是為「高昌回鶻」（850-1250 ／

1350），仍繼續使用源於粟特字母書寫的回鶻文（畏吾字、畏兀字），通行範圍為哈

密至蔥嶺。它的外觀原本是橫式、由右向左，後來受到漢文的影響，改為豎式、由

左向右書寫，作品多為文獻與典籍。

840年，另一支回鶻人則來到今日中亞與喀什附近，是為喀喇汗國（黑汗王

朝），受到信仰伊斯蘭教的薩曼王朝（Samanids, 819-999）的影響，於十一世紀最

終信仰的伊斯蘭教，之後開始使用阿拉伯文字母／波斯文字母拼讀回鶻語（突厥

語），稱為「喀喇汗王朝突厥語」、「哈喀尼亞語」，察合台文就是在此基礎下發展

而來，由於通行於察合台汗國與其領地，故以此為名。察合台文屬於阿爾泰語系中

的突厥語族，且具有許多波斯語與突厥語的借詞，是維吾爾族祖先與中亞突厥民族

的「書面語」。察合台文取代了上述的回鶻文，於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流行於中亞與北疆的東察合台汗國（Eastern Chagatai, 1347-1570）、中亞帖木兒帝國

（Timurids, 1370-1526）、印度莫卧爾帝國（Mughal, 1526-1857），以及南疆葉爾羌汗

國（Yarkand, 1514-1680）等地。

這個以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讀的察合台文被稱為「老維文」（即老維吾爾

文、回文、老烏茲別克文），也就是清代回疆回部延續著歷史上所使用的回字，在

中國境內的發展一直到 1930年左右才被放棄，後經多次文字演變與改革。曾歷經

1960年代之後改以拉丁字母拼讀的「維吾爾新文字」（或稱為「新維吾爾文」），

1965-1982老維吾爾文與新維吾爾文並用，但是後者於 1982年停用，再改回之前用

阿文／波斯文拼讀的維文。在添增字母並改良字形之後，最終在 1983年形成現行

三十二個字母的「現代的維吾爾文」，以中心方言為基礎，以伊犁 -烏魯木齊語音

為標準音。30簡言之，語言具有時代性，現代的維吾爾文與清代回文在字形與語音

（讀音、口音、方言音），或是單詞的習用等各方面，因為時代、地區的因素不同，

30  「維吾爾文」、「維吾爾語」詞條，出自《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
版社，1986），頁 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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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具有差異，而源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的借詞（外來詞）也與原字在字形與語音

等亦不同。

四、清代官方辭書中的回文與「馬」詞彙收錄

〈四駿圖〉畫中四匹馬的「四體合璧名稱」全被收錄在《五體清文鑑》（「圖

2」）中相關於馬匹的詞彙（詞條）。

本文用來校勘的《五體清文鑑》是清代制定，具有五種文字互相對照的分類

詞典，未見刊行，僅有內府寫本傳世，北京故宮博物院、雍和宮，以及大英博物

館各藏一部。31正編收錄三十二卷、三十五部、二九二類、五五六則、約一萬七千

條詞條，補編收錄四卷、二十六類、七十一則、約一千六百條的詞條，合計一萬

八千六百條詞條，32頗類似今日「實用漢英分類辭典（辭書）」雙語對照工具書的概

念。五體合璧依序為滿文、藏文、蒙文、回文與漢文，但是在藏文之後是藏文的

滿文切音與對音、回文之後是回文的滿文對音，所以一個單詞就具備八個欄位，即

五種文字欄位和三個注音欄位，但未附詞條的釋義說明。《五體清文鑑》約於乾隆

五十五年（1790）編輯而成，為清代辭書的最高成就。

第一部皇帝敕修的滿漢合璧辭典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編輯的《御製增訂清

文鑑》（即滿、漢文兩體清文鑑）（「圖 3」），大抵依據聖祖康熙十二年（1673）開始

編纂、完成於四十七年（1708）清代皇帝敕修第一部滿文辭典《御製清文鑑》的分

類編排體裁而成。33欄目是滿文、滿文的漢字切音、漢字、漢字的滿文對音、滿文

注釋，其目的為「俾覽者皆可成誦」，如此滿、漢兩族朝臣都可藉由注音而識讀出

全部詞彙。此外，《御製增訂清文鑑》僅列滿文釋義，並未具《御製清文鑑》的引

證古文，而是「日用常言」，以期「人人共曉」。34

《御製增訂清文鑑》正編為三十二卷、三十五部、二九二類、五五六則，以及

補編四卷、二十六類、七十一則、一六零九詞條，較《御製清文鑑》約一萬二千

31  齊秀梅、楊玉良等著，《故宮藏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 398。
32  黃明信，〈有關五體清文鑑的一些歷史材料〉，《五體清文鑑》，冊 3，頁 7。（依據北京故宮博物
院典藏抄本的影印本）

33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頁 35。
34  《御製增訂清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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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條，增添近四千條的大量詞條，高達約一萬七千詞條。35清高宗《御製增訂清

文鑑》上承康熙《御製清文鑑》，所增列近四千條詞彙應是來自江山版圖擴大進而

接觸新事物，而收錄各類人地事物的新語彙，同時也衍生出新的滿語詞彙。36「四

駿」、其他駿馬與馬匹相關詞彙，就是在蒙古王公與大清屬國頻繁貢馬，以及著重

馬匹經營與經驗積累的背景下所予增列。

編纂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以下簡稱《三體清文鑑》、「圖 4」）是依據《御製清文鑑》、《滿蒙文鑑》而來，37

但是未以增定詞彙為主（共計一萬三千八百餘條詞條，38較《御製清文鑑》的一萬

二千條詞條僅多出近二千條），而是以「語言功能性」為考量，以「國書」滿語為

主，補注漢字與蒙古字。具有滿文、滿文的漢字切音、滿文的漢字對音、滿文的蒙

文對音、蒙文、蒙文的漢字切音、蒙文的漢字對音、蒙文的滿文對音、漢字、漢字

的滿文對音、漢字的蒙文對音，如此完備的音韻安排即可「循文伏讀，無不一覽了

然」。39

以下簡述清高宗敕纂三部具有漢文的辭書《御製增訂清文鑑》（1771）、《三體

清文鑑》（1780）與《五體清文鑑》（1790）中與馬類相關的部分。《御製增訂清文

鑑》與《五體清文鑑》皆有「牲畜部一：八類十五則」與「牲畜部二：五類九則

（但除去「牛類」，因與馬類無關，故未列入對比）」，且兩者收錄的詞彙完全相同，

其中「四駿」的滿、漢文也完全相同，40足證「四駿」（1763）的名稱早被收入至

《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其次，再對比《三體清文鑑》與《五體清文鑑》，前者的

「牲畜部一／八類」只有十四則，完全缺漏收錄「四駿」名稱的「馬匹類第一則」

與其所包含的三十個單詞，此外，其他類別中也分別缺少近四十五個馬匹相關的單

詞。41間接說明上述《三體清文鑑》未以增訂詞彙為主。總之，《御製增訂（二體）

清文鑑》下啟《五體清文鑑》，單以馬匹相關詞彙而言，其詞彙體系一脈相承且內

容相同。

35  黃明信，〈有關五體清文鑑的一些歷史材料〉，《五體清文鑑》，冊 3，頁 7。
36  江橋整理，《清代滿蒙漢文詞語音義對照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
37  黃明信，〈有關五體清文鑑的一些歷史材料〉，《五體清文鑑》，冊 3，頁 2。
38  江橋整理，《清代滿蒙漢文詞語音義對照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7。
39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 234），頁 1-2。

40  《御製增訂清文鑑》，頁 257-290。
41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因文章篇幅所限，此整理表格存置於編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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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回文的辭書應屬清官修極為少見的辭書書種之一， 42出現回文字體者僅

《五體清文鑑》，而《滿蒙藏嘉戎維五體字書》、《滿蒙維三體字書》、《滿蒙藏維四體

字書》僅是用滿文字母轉寫出回語音韻， 43另有《西域爾雅》分類詞典十九篇，運

用漢字拼讀回字、帕爾西語、準語、西番、哈薩克等語言。44

五、《五體清文鑑》輯錄的「馬」文化

中國北方草原民族長期從事遊牧的生活型態，因此牲口數量的多寡決定財富與

權勢，馬、羊、牛、駱駝與人的關係密不可分，而「馬」深深影響著這些民族與部

落的文化。突厥人視馬為本族人的翅膀， 45還用「馬年」代表十二生肖之一， 46突厥

詩歌「莫因佔有馬群、種馬、騸駝、黃金、白銀和絲織品而高興，為了你自己應將

它們用於善事。」47則將馬匹的價值等同金銀、絲綢。

中原王朝歷代都有官職太僕寺，掌管全國馬政。大蒙古國的史書多處記載

「馬」對於蒙古部族的重要性，例如「一個蒙古人丟掉了馬，還能有什麼作為呢」、

訂立誓約就是「舉劍砍殺牛馬」、要延誤或拖延他人，則可在馬蹄裡嵌入石頭，使

馬跛足難行。48蒙古四大宗籓之一、建立於今日伊朗的伊利汗國（Ilkhanids, 1256-

1335）的合贊汗（Ghaza Khan, 1271-1304）因為戰馬的草糧遭到敵軍敘利亞的燒毀

而推遲出兵，49顯示出馬匹與馬所需要的後勤供給的重要性。而馬瘦不僅是拒絕與

會的託辭，更是判別兵力或甚至是利用秋天馬瘦的時機而進攻。此外還具有「管馬

的」、「掌馭馬官」、「教練馬的籠馬人」的職銜。50在遊牧民族表達情感與思想的詩

歌中，亦隨處可見馬的蹤跡，例如衛特拉蒙古方言的民俗文學中的〈騎著玉頂棗騮

42  另為托忒文與嘉戎文。
43  故宮博物院編，《同文之盛─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32。
44  （清）王初桐纂，《西域爾雅》，1929年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4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卷 1，頁 55。
46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卷 1，頁 365。其它為牛年、虎年、兔年、鱷魚年、
蛇年、羊年、猴年、雞年、狗年、豬年、鼠年。

47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卷 2，頁 153-154。
48  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卷分冊 2，頁 54-55、

158、183。
49  轉引自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內亞史上的馬與草
場〉《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13。

50  符拉基米爾佐夫，劉榮焌譯，《蒙古社會制度史》，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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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克布斯夏爾格勇士〉與〈騎著英俊棗騮馬的雅德松雅爾嘎爾〉。51

牧馬民族對於馬匹的觀察與關照，如同百科全書般地巨細靡遺，據稱今日蒙

古語中相關於馬匹的毛色的單詞即高達二百七十多個。52當代旅者約翰．曼（John 

Man）的詢問結果是「蒙古人可以告訴我一百個以上、或三百個、或更多有關馬的

詞彙。有十三種主要的馬毛色（從淺紅棕到灰），每個主色下又可分十三種……。」53

民間的口語傳說即可由《五體清文鑑》的匯錄得到總結與印證。筆者統計其中

相關馬的輯錄集中在「牲畜部一」與「牲畜部二」（亦包括牛、羊），兩部合計十三

類二十四則，類別繁複且單詞數量龐大，約計五百四十一個詞彙，其中與馬相關者

約四百餘個單詞。

「牲畜部一」下分八類十五則：

1. 諸畜類第一（19個單詞）、第二（17個單詞）、第三（15個單詞）

2.牲畜孳生類（22個單詞）

3.馬匹類第一（30個單詞）、第二（23個單詞）、第三（30個單詞）

4.馬匹毛片類（38個單詞）

5.馬匹肢體類第一（27個單詞）、第二（17個單詞）

6.馬匹馳走類第一（27個單詞）、第二（19個單詞）

7.馬匹動作類第一（31個單詞）、第二（28個單詞）

8.套備馬匹類（28個單詞）

「牲畜部二」下分五類九則：

1.騎駝類第一（27個詞）、第二（16個單詞）

2.牧養類第一（21個單詞）、第二（19個單詞）

3.馬畜殘疾類第一（23個單詞）、第二（21個單詞）

4.牛類（與馬無關，未列）

5.牲畜器用類第一（21個單詞）、第二（22個單詞）

以下列出部分與馬匹直接相關的二類四則：

51  文化，《衛拉特 -西蒙古文化變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 81。
52  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學
論叢》（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輯 1，頁 53-57。

53  約翰．曼（John Man），黃煜文譯，《發現成吉思汗 -出生、死亡與復活（Genghis Khan: Life, 
Death and Resurrection）》（臺北：麥田出版，2010），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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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匹類第一」具有 30個單詞，分別是：

「馬」、「八駿」、「赤驥」、「盜驪」、「白義」、

「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

「浴洼駿」、「歕玉驄」、54「蒼龍驥」、「雪團花」、「錦雲騢」、

「繡鐵騧」、「明月題」、「星文麟」、「超洱驄」、「徠遠駵」、

「月 騋」、「凌崑白」、「旋毛馬」、「步影」、「拳毛騧」、

「九花虬」、「碧雲騢」、「錦膊驄」、「騏」、「驥」。

「馬匹類第二」具有 23個單詞，分別是：

「駝」、「槖駝」、「明駝」、「騾」、「駏驉」、

「駃騠」、「 」、「駝 」、「 」、「驢」、

「牲口」、「兒馬」、「騍馬」、「騸」、「飄騸」、

「隔年下駒」、「馬駒」、「二歲馬」、「三歲馬」、「四歲馬」、

「馬」、「家生駒」、「未搭鞍馬」。

「馬匹類第三」具有 30個單詞，分別是：

「馬穩重」、「馬伶便」、「馬隨手」、「馬柔和」、「結實」、

「強壯」、「耐長」、「皮辣」、「耐遠」、「能耐遠」、

「馴良」、「有栓相」、「猖狂」、「劣蹶」、「啕氣」、

「咆哮」、「難勒的馬」、「倔僵」、「馬腰軟」、「馬嘴飄」、

「顛的硬」、「腳步散亂」、「駑馬」、「疲馬」、「馬蠢笨」、

「馬遲鈍」、「眼岔馬」、「膽小馬」、「沁頭馬」、「栽腔馬」。

「馬匹毛片類」具有 38個單詞，分別是：

「白馬」、「兔鶻馬」、「青馬」、「粉青」、「沙青」、

「麝香青」、「鐵青」、「灰青」、「菊花青」、「喜鵲青」、

「貉皮馬」、「紅馬」、「栗色馬」、「銀鬃馬」、「紅沙馬」、

「黑馬」、「棗騮」、「粉嘴棗騮」、「煙熏棗騮」、「黃馬」、

「黑鬃黃馬」、「乾草黃」、「繡脖子馬」、「海騮」、「銀合馬」、

「豹花」、「漢名同上」、55「點子馬」、「花馬」、「玉眼」、

「玉面」、「燒嘴燒眼」、「漢名同上」、「線臉」、「玉頂」、

54  《五體清文鑑》書「歕王驄」。
55  即相同於前面的詞彙「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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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鈎鼻馬」、「銀蹄」、「孤蹄」。

上述「馬匹類第一」、「馬匹類第二」、「馬匹類第三」與「馬匹毛片類」的單詞

數量合計一百二十一個，主要是針對專有名詞的馬、名駒、馬的生長狀態、性格、

外觀與毛色，相當地細膩，尤其以「馬匹毛片類」多達三十八個單詞。於此，也可

以確定的是愛烏罕的四匹貢馬的名稱，收錄在辭書《五體清文鑑》「馬匹類第一」，

其餘的二十六個名稱來源為「周穆王八駿」、「哈薩克八駿」，以及十匹馬的專有名

詞。56

經過查考對照得知「四駿」漢文、滿文的「題記名稱」，以及馬匹高與長的量

詞單位「尺、寸」，是與辭書《五體清文鑑》所列相同。但是回文題記與《五體清

文鑑》所載互異，馬匹名稱不同，尺寸表述也非按漢文直接轉譯。以下分別說明

「四駿」的滿文、莊吉發先生的滿文釋義，以及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所載回文

內容、現代著作《五體清文鑑譯解》的釋義。57

六、「四駿」的回文名稱釋義

（一）「超洱驄」的題記

1.《五體清文鑑》（以下簡稱《五體》）「超洱驄」（「圖 5」、「表一」）的滿文轉

寫為「colgogan fulan」。莊吉發先生釋義為「超群的青馬」，《五體清文鑑譯解》（以

下簡稱《譯解》）為「aiugan部所產的青毛駿馬」，即愛烏罕部落的青馬。58「馬匹毛

片類」的「青馬」就是「fulan」，《譯解》為身軀淡白色、鬣鬃和尾部淡黑色的馬。

《說文》「驄」為「青白雜毛」。

2.「超洱驄」回文題記轉寫為「tulfar kara bodzy」。「tulfar」的個別單詞未錄

於《五體》，現代維吾爾文書寫體為「

 12 

格、外觀與與毛色，相當地細膩，尤其以「馬匹毛片類」多達三十八個單詞。於

此，也可以確定的是愛烏罕的四匹貢馬的名稱，收錄在辭書《五體清文鑑》「馬

匹類第一」，其餘的二十六個名稱來源為「周穆王八駿」、「哈薩克八駿」，以及十

匹馬的專有名詞。55 
 

經過查考對照得知「四駿」漢文、滿文的「題記名稱」，以及馬匹高與長的

量詞單位「尺、寸」，是與辭書《五體清文鑑》所列相同。但是回文題記與《五

體清文鑑》所載互異，馬匹名稱不同，尺寸表述也非按漢文直接轉譯。以下分別

說明「四駿」的滿文、莊吉發先生的滿文釋義，以及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

所載回文內容、現代著作《五體清文鑑譯解》的釋義。56 
 
六、「四駿」的回文名稱釋義 
(一)「超洱驄」的題記 

1.《五體清文鑑》(以下簡稱《五體》)「超洱驄」(「圖 5」、「表一」)的滿文
轉寫為「colgogan fulan」。莊吉發先生釋義為「超群的青馬」，《五體清文鑑譯解》
(以下簡稱《譯解》)為「Aiugan部所產的青毛駿馬」，即愛烏罕部落的青馬。57「馬

匹毛片類」的「青馬」就是「fulan」，《譯解》為身軀淡白色、鬣鬃和尾部淡黑色
的馬。《說文》「驄」為「青白雜毛」。 
 

2.「超洱驄」回文題記轉寫為「tulfar kara bodzy」。「tulfar」的個別單詞未錄
於《五體》，現代維吾爾文書寫體為「ت�لپار」(轉寫為「tūlpār」)，釋義為「駿馬」，
轉意為「千里馬、飛馬」，58應該就是此字。又，筆者認為此字也是「馬匹類第

一」的「浴洼駿」回文「tulbar turuk」的「tulbar」(「تولبار」)，按突厥語系維語
的雙唇輔音「b、m、p」常互轉換，或是「f」取代「p」、「f」取代「b」，59《譯

解》為「貉色駿馬的幼駒」。 
 

「kara」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三處，其一釋義為「黑的、黑色」(布帛部
-采色類第二)、其二為「黑馬」(馬匹毛片類)，應是全身黑毛的馬、其三釋義為
「天干的第九」(時令部-時令類第一，即「壬」)。此外，「馬匹毛片類」的「煙
熏棗騮」的回文為「kara torok」，《譯解》為「淡黑色的棗騮」、「馬匹類第一」的
「盜驪」的回文為「kara kuluk」，《譯解》為「黑色的駿馬」。 
 
「bodzy」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濁」(地部-地

輿類第六) 、其二釋義為「布、綿布」(布帛部-布帛類第六，直接取自漢字的發
音)。又據劉義棠考證「博羅塔拉」條(今作博樂)，提及馮承鈞認為博樂即「boro」，
疑出自蒙古語「bör、bør」，釋義為「黑色、茶黑色、紫色、灰色」，現代維文已
                                                 
55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 2期(2006年冬季)，頁
89。 
56本文〈四駿圖〉非漢文的各語文題記轉寫，出自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長合編，《五體清

文鑑譯解》(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66)。然而此書未能完全轉寫出回文的長音。其餘的單詞
轉寫依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的拼讀方式。莊吉發先生的釋義，出自莊吉發，〈十六 策馬長
城外-蒙古滿洲的馬政〉，《清史拾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頁 152-153。 
57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正確滿文拼讀，在此謹致謝忱。 
5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322。本單詞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59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62、89。 

」（今日轉寫為「tūlpār」），釋義為「駿

56  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 2期（2006年冬季），頁
89。

57  本文〈四駿圖〉非漢文的各語文題記轉寫，出自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長合編，《五體清
文鑑譯解》（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66）。然而此書未能完全轉寫出回文的長音。其餘的單
詞轉寫依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的拼讀方式。莊吉發先生的釋義，出自莊吉發，〈十六 策
馬長城外 -蒙古滿洲的馬政〉，《清史拾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152-153。

58  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正確滿文拼讀，在此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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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轉意為「千里馬、飛馬」，59應該就是此字。又，筆者認為此字也是「馬匹類第

一」的「浴洼駿」回文「tulbar turuk」的「tulbar」（「

 12 

格、外觀與與毛色，相當地細膩，尤其以「馬匹毛片類」多達三十八個單詞。於

此，也可以確定的是愛烏罕的四匹貢馬的名稱，收錄在辭書《五體清文鑑》「馬

匹類第一」，其餘的二十六個名稱來源為「周穆王八駿」、「哈薩克八駿」，以及十

匹馬的專有名詞。55 
 

經過查考對照得知「四駿」漢文、滿文的「題記名稱」，以及馬匹高與長的

量詞單位「尺、寸」，是與辭書《五體清文鑑》所列相同。但是回文題記與《五

體清文鑑》所載互異，馬匹名稱不同，尺寸表述也非按漢文直接轉譯。以下分別

說明「四駿」的滿文、莊吉發先生的滿文釋義，以及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

所載回文內容、現代著作《五體清文鑑譯解》的釋義。56 
 
六、「四駿」的回文名稱釋義 
(一)「超洱驄」的題記 

1.《五體清文鑑》(以下簡稱《五體》)「超洱驄」(「圖 5」、「表一」)的滿文
轉寫為「colgogan fulan」。莊吉發先生釋義為「超群的青馬」，《五體清文鑑譯解》
(以下簡稱《譯解》)為「Aiugan部所產的青毛駿馬」，即愛烏罕部落的青馬。57「馬

匹毛片類」的「青馬」就是「fulan」，《譯解》為身軀淡白色、鬣鬃和尾部淡黑色
的馬。《說文》「驄」為「青白雜毛」。 
 

2.「超洱驄」回文題記轉寫為「tulfar kara bodzy」。「tulfar」的個別單詞未錄
於《五體》，現代維吾爾文書寫體為「ت�لپار」(轉寫為「tūlpār」)，釋義為「駿馬」，
轉意為「千里馬、飛馬」，58應該就是此字。又，筆者認為此字也是「馬匹類第

一」的「浴洼駿」回文「tulbar turuk」的「tulbar」(「تولبار」)，按突厥語系維語
的雙唇輔音「b、m、p」常互轉換，或是「f」取代「p」、「f」取代「b」，59《譯

解》為「貉色駿馬的幼駒」。 
 

「kara」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三處，其一釋義為「黑的、黑色」(布帛部
-采色類第二)、其二為「黑馬」(馬匹毛片類)，應是全身黑毛的馬、其三釋義為
「天干的第九」(時令部-時令類第一，即「壬」)。此外，「馬匹毛片類」的「煙
熏棗騮」的回文為「kara torok」，《譯解》為「淡黑色的棗騮」、「馬匹類第一」的
「盜驪」的回文為「kara kuluk」，《譯解》為「黑色的駿馬」。 
 
「bodzy」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濁」(地部-地

輿類第六) 、其二釋義為「布、綿布」(布帛部-布帛類第六，直接取自漢字的發
音)。又據劉義棠考證「博羅塔拉」條(今作博樂)，提及馮承鈞認為博樂即「boro」，
疑出自蒙古語「bör、bør」，釋義為「黑色、茶黑色、紫色、灰色」，現代維文已
                                                 
55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 2期(2006年冬季)，頁
89。 
56本文〈四駿圖〉非漢文的各語文題記轉寫，出自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長合編，《五體清

文鑑譯解》(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66)。然而此書未能完全轉寫出回文的長音。其餘的單詞
轉寫依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的拼讀方式。莊吉發先生的釋義，出自莊吉發，〈十六 策馬長
城外-蒙古滿洲的馬政〉，《清史拾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頁 152-153。 
57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正確滿文拼讀，在此謹致謝忱。 
5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322。本單詞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59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62、89。 

」），按突厥語系維語的雙

唇輔音「b、m、p」常互轉換，或是「f」取代「p」、「b」，60《譯解》為「貉色駿馬

的幼駒」。

「kara」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三處，其一釋義為「黑的、黑色」（布帛

部 -采色類第二）、其二釋義為「黑馬」（馬匹毛片類），應是全身黑毛的馬、其三

釋義為「天干的第九」（時令部 -時令類第一，即「壬」）。此外，「馬匹毛片類」的

「煙熏棗騮」的回文為「kara torok」，《譯解》為「淡黑色的棗騮」、「馬匹類第一」

的「盜驪」的回文為「kara kuluk」，《譯解》為「黑色的駿馬」。

「bodzy」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濁」（地部 -地

輿類第六） 、其二釋義為「布、綿布」（布帛部 -布帛類第六，應為直接取自漢字

的發音）。又據劉義棠考證「博羅塔拉」條（今作博樂），提及馮承鈞認為博樂即

「boro」，疑出自蒙古語「bör、bør」，釋義為「黑色、茶黑色、紫色、灰色」，現代

維文已音轉作「boz」。61《五體》的「bodzy」與上述「boz」兩者書面語相同，是

為同一個單詞。又據阿拉騰奧其爾言「boz」除有「白、灰白色」之外，還用來指

「淺灰的牲畜毛色」，於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以及現代維語指的就是「灰馬」。62

此外，「馬匹類第一」的「綠耳」的回文為「bodzy kuluk」，《譯解》為「軀幹淡白

色、鬣與尾淡黑色的駿馬」。

3.《五體》「超洱驄」的回文轉寫為「ar umak bodzy kuluk」。單詞「ar umak」

今日轉寫應為「ārghūmāq」，「ār」為突厥語「雄性、公」的字首，檢視「滿語對

音」欄目視「ār」為一個獨立的單詞，此外「ār」也是回語「男子」之意。63此字

曾被納入明代《高昌館譯書》的單詞詞條，漢字對音為「阿魯骨馬」，又據《高昌

館課》「大明皇帝洪福前叩頭，奏奴婢每照依先年事例，進貢西馬二匹、阿魯骨馬

59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322。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0  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8），頁 62、89。
61  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
62  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學
論叢》，輯 1，頁 54。

63  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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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匹、騸馬九匹去了……」，64由上下文義推敲並對比「騸馬九匹」的閹割馬，那

麼「阿魯骨馬」指的就應該是未去勢的公馬、種馬、牡馬，「ārghūmāq」的個別單

詞未錄於《五體》。上世紀初徐錫華輯錄常用回字，在動物分類中「駿馬」的單詞

「ārghāmāq」的「ghā」開口長音取代「ghū」合口長音， 65現代維吾爾文書寫體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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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轉作「boz」。60《五體》的「bodzy」與上述「boz」兩者書面語相同，是為同
一個單詞。又據阿拉騰奧其爾言「boz」除有「白、灰白色」之外，還用來指「淺
灰的牲畜毛色」，於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以及現代維語指的就是「灰馬」。61

此外，「馬匹類第一」的「綠耳」的回文為「bodzy kuluk」，《譯解》為「軀幹淡
白色、鬣與尾淡黑色的駿馬」。 
 

3.《五體》「超洱驄」的回文轉寫為「ar umak bodzy kuluk」。單詞「ar umak」
今日轉寫應為「ārghūmāq」，「ār」為突厥語「雄性、公」的字首，檢視「滿語對
音」欄目視「ār」為一個獨立的單詞，此外「ār」也是回語「男子」之意。62此

字曾被納入明代《高昌館譯書》的單詞詞條，漢字對音為「阿魯骨馬」，又據《高

昌館課》「大明皇帝洪福前叩頭，奏奴婢每照依先年事例，進貢西馬二匹、阿魯

骨馬五匹、騸馬九匹去了……」，63由上下文義推敲並對比「騸馬九匹」的閹割

馬，那麼「阿魯骨馬」指的就應該是未去勢的公馬、種馬、牡馬。上世紀初徐錫

華輯錄常用回字，在動物分類中「駿馬」的單詞「ārghāmāq」的「ghā」開口長
音取代「ghū」合口長音。64「ārghūmāq」的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現代維吾
爾文書寫體為「 قائارغم 」(轉寫為「ārghamāq」)，釋義為「大洋馬、高頭大馬、
駿馬」。65 
 
「馬匹類第一」的「浴洼駿」滿文轉寫為「argůma sarla」、蒙文轉寫為「argůmak 

saral」，兩者應為「ārghūmāq」的借詞。 
 
「表一」為「超洱驄」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66 
愛烏罕四駿歌 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隄67 
漢文題記 超洱驄 
第一行回文題記  ُولفارت  
轉寫(釋義) tulfar(千里馬、飛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قرا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kara(黑、黑色) 
漢文意譯 灰白帶黑色的千里馬 
《五體清文鑑》 غوماق   آر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  umak(公馬、
特別好看的馬) 

                                                 
60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 
61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

學論叢》(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第 1輯，頁 54。 
62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93。 
63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經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頁 267、381。 
64徐錫華輯，《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昆明：崇文印書館，1938)，頁 57。書中詞彙使用注音
符號拼寫讀音，為作者收錄自「旅京新籍友人及經商蘭州之新省同胞」。 
6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6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出骨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 
67《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冊，頁 874-875)。 

」（轉寫為「ārghamāq」），釋義為「大洋馬、高頭大馬、駿馬」。66

「馬匹類第一」的「浴洼駿」滿文轉寫為「argůma sarla」、蒙文轉寫為

「argůmak saral」，兩者應為「ārghūmāq」的借詞。

「表一」為「超洱驄」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6768

愛烏罕四駿歌 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隄67

漢文題記 超洱驄

第一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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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轉作「boz」。60《五體》的「bodzy」與上述「boz」兩者書面語相同，是為同
一個單詞。又據阿拉騰奧其爾言「boz」除有「白、灰白色」之外，還用來指「淺
灰的牲畜毛色」，於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以及現代維語指的就是「灰馬」。61

此外，「馬匹類第一」的「綠耳」的回文為「bodzy kuluk」，《譯解》為「軀幹淡
白色、鬣與尾淡黑色的駿馬」。 
 

3.《五體》「超洱驄」的回文轉寫為「ar umak bodzy kuluk」。單詞「ar umak」
今日轉寫應為「ārghūmāq」，「ār」為突厥語「雄性、公」的字首，檢視「滿語對
音」欄目視「ār」為一個獨立的單詞，此外「ār」也是回語「男子」之意。62此

字曾被納入明代《高昌館譯書》的單詞詞條，漢字對音為「阿魯骨馬」，又據《高

昌館課》「大明皇帝洪福前叩頭，奏奴婢每照依先年事例，進貢西馬二匹、阿魯

骨馬五匹、騸馬九匹去了……」，63由上下文義推敲並對比「騸馬九匹」的閹割

馬，那麼「阿魯骨馬」指的就應該是未去勢的公馬、種馬、牡馬。上世紀初徐錫

華輯錄常用回字，在動物分類中「駿馬」的單詞「ārghāmāq」的「ghā」開口長
音取代「ghū」合口長音。64「ārghūmāq」的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現代維吾
爾文書寫體為「 قائارغم 」(轉寫為「ārghamāq」)，釋義為「大洋馬、高頭大馬、
駿馬」。65 
 

「馬匹類第一」的「浴洼駿」滿文轉寫為「argůma sarla」、蒙文轉寫為「argůmak 
saral」，兩者應為「ārghūmāq」的借詞。 
 
「表一」為「超洱驄」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66 
愛烏罕四駿歌 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隄67 
漢文題記 超洱驄 
第一行回文題記  ُولفارت  
轉寫(釋義) tulfar(千里馬、飛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قرا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kara(黑、黑色) 
漢文意譯 灰白帶黑色的千里馬 
《五體清文鑑》 غوماق   آر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  umak(公馬、
特別好看的馬) 

                                                 
60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 
61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

學論叢》(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第 1輯，頁 54。 
62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93。 
63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經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頁 267、381。 
64徐錫華輯，《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昆明：崇文印書館，1938)，頁 57。書中詞彙使用注音
符號拼寫讀音，為作者收錄自「旅京新籍友人及經商蘭州之新省同胞」。 
6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6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出骨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 
67《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冊，頁 874-875)。 

轉寫（釋義） tulfar（千里馬、飛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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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轉作「boz」。60《五體》的「bodzy」與上述「boz」兩者書面語相同，是為同
一個單詞。又據阿拉騰奧其爾言「boz」除有「白、灰白色」之外，還用來指「淺
灰的牲畜毛色」，於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以及現代維語指的就是「灰馬」。61

此外，「馬匹類第一」的「綠耳」的回文為「bodzy kuluk」，《譯解》為「軀幹淡
白色、鬣與尾淡黑色的駿馬」。 
 

3.《五體》「超洱驄」的回文轉寫為「ar umak bodzy kuluk」。單詞「ar umak」
今日轉寫應為「ārghūmāq」，「ār」為突厥語「雄性、公」的字首，檢視「滿語對
音」欄目視「ār」為一個獨立的單詞，此外「ār」也是回語「男子」之意。62此

字曾被納入明代《高昌館譯書》的單詞詞條，漢字對音為「阿魯骨馬」，又據《高

昌館課》「大明皇帝洪福前叩頭，奏奴婢每照依先年事例，進貢西馬二匹、阿魯

骨馬五匹、騸馬九匹去了……」，63由上下文義推敲並對比「騸馬九匹」的閹割

馬，那麼「阿魯骨馬」指的就應該是未去勢的公馬、種馬、牡馬。上世紀初徐錫

華輯錄常用回字，在動物分類中「駿馬」的單詞「ārghāmāq」的「ghā」開口長
音取代「ghū」合口長音。64「ārghūmāq」的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現代維吾
爾文書寫體為「 قائارغم 」(轉寫為「ārghamāq」)，釋義為「大洋馬、高頭大馬、
駿馬」。65 
 

「馬匹類第一」的「浴洼駿」滿文轉寫為「argůma sarla」、蒙文轉寫為「argůmak 
saral」，兩者應為「ārghūmāq」的借詞。 
 
「表一」為「超洱驄」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66 
愛烏罕四駿歌 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隄67 
漢文題記 超洱驄 
第一行回文題記  ُولفارت  
轉寫(釋義) tulfar(千里馬、飛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قرا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kara(黑、黑色) 
漢文意譯 灰白帶黑色的千里馬 
《五體清文鑑》 غوماق   آر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  umak(公馬、
特別好看的馬) 

                                                 
60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 
61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

學論叢》(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第 1輯，頁 54。 
62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93。 
63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經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頁 267、381。 
64徐錫華輯，《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昆明：崇文印書館，1938)，頁 57。書中詞彙使用注音
符號拼寫讀音，為作者收錄自「旅京新籍友人及經商蘭州之新省同胞」。 
6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6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出骨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 
67《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冊，頁 87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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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單詞。又據阿拉騰奧其爾言「boz」除有「白、灰白色」之外，還用來指「淺
灰的牲畜毛色」，於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以及現代維語指的就是「灰馬」。61

此外，「馬匹類第一」的「綠耳」的回文為「bodzy kuluk」，《譯解》為「軀幹淡
白色、鬣與尾淡黑色的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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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文書寫體為「 قائارغم 」(轉寫為「ārghamāq」)，釋義為「大洋馬、高頭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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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匹類第一」的「浴洼駿」滿文轉寫為「argůma sarla」、蒙文轉寫為「argůmak 
saral」，兩者應為「ārghūmāq」的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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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 
61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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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93。 
63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經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頁 267、381。 
64徐錫華輯，《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昆明：崇文印書館，1938)，頁 57。書中詞彙使用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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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6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出骨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 
67《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冊，頁 874-875)。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kara（黑、黑色）

漢文意譯 灰白帶黑色的千里馬

《五體清文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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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轉作「boz」。60《五體》的「bodzy」與上述「boz」兩者書面語相同，是為同
一個單詞。又據阿拉騰奧其爾言「boz」除有「白、灰白色」之外，還用來指「淺
灰的牲畜毛色」，於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以及現代維語指的就是「灰馬」。61

此外，「馬匹類第一」的「綠耳」的回文為「bodzy kuluk」，《譯解》為「軀幹淡
白色、鬣與尾淡黑色的駿馬」。 
 

3.《五體》「超洱驄」的回文轉寫為「ar umak bodzy kuluk」。單詞「ar umak」
今日轉寫應為「ārghūmāq」，「ār」為突厥語「雄性、公」的字首，檢視「滿語對
音」欄目視「ār」為一個獨立的單詞，此外「ār」也是回語「男子」之意。62此

字曾被納入明代《高昌館譯書》的單詞詞條，漢字對音為「阿魯骨馬」，又據《高

昌館課》「大明皇帝洪福前叩頭，奏奴婢每照依先年事例，進貢西馬二匹、阿魯

骨馬五匹、騸馬九匹去了……」，63由上下文義推敲並對比「騸馬九匹」的閹割

馬，那麼「阿魯骨馬」指的就應該是未去勢的公馬、種馬、牡馬。上世紀初徐錫

華輯錄常用回字，在動物分類中「駿馬」的單詞「ārghāmāq」的「ghā」開口長
音取代「ghū」合口長音。64「ārghūmāq」的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現代維吾
爾文書寫體為「 قائارغم 」(轉寫為「ārghamāq」)，釋義為「大洋馬、高頭大馬、
駿馬」。65 
 

「馬匹類第一」的「浴洼駿」滿文轉寫為「argůma sarla」、蒙文轉寫為「argůmak 
saral」，兩者應為「ārghūmāq」的借詞。 
 
「表一」為「超洱驄」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66 
愛烏罕四駿歌 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隄67 
漢文題記 超洱驄 
第一行回文題記  ُولفارت  
轉寫(釋義) tulfar(千里馬、飛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قرا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kara(黑、黑色) 
漢文意譯 灰白帶黑色的千里馬 
《五體清文鑑》 غوماق   آر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  umak(公馬、
特別好看的馬) 

                                                 
60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 
61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

學論叢》(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第 1輯，頁 54。 
62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93。 
63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經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頁 267、381。 
64徐錫華輯，《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昆明：崇文印書館，1938)，頁 57。書中詞彙使用注音
符號拼寫讀音，為作者收錄自「旅京新籍友人及經商蘭州之新省同胞」。 
6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6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出骨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 
67《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冊，頁 87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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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6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出骨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 
67《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冊，頁 87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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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轉作「boz」。60《五體》的「bodzy」與上述「boz」兩者書面語相同，是為同
一個單詞。又據阿拉騰奧其爾言「boz」除有「白、灰白色」之外，還用來指「淺
灰的牲畜毛色」，於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以及現代維語指的就是「灰馬」。61

此外，「馬匹類第一」的「綠耳」的回文為「bodzy kuluk」，《譯解》為「軀幹淡
白色、鬣與尾淡黑色的駿馬」。 
 

3.《五體》「超洱驄」的回文轉寫為「ar umak bodzy kuluk」。單詞「ar umak」
今日轉寫應為「ārghūmāq」，「ār」為突厥語「雄性、公」的字首，檢視「滿語對
音」欄目視「ār」為一個獨立的單詞，此外「ār」也是回語「男子」之意。62此

字曾被納入明代《高昌館譯書》的單詞詞條，漢字對音為「阿魯骨馬」，又據《高

昌館課》「大明皇帝洪福前叩頭，奏奴婢每照依先年事例，進貢西馬二匹、阿魯

骨馬五匹、騸馬九匹去了……」，63由上下文義推敲並對比「騸馬九匹」的閹割

馬，那麼「阿魯骨馬」指的就應該是未去勢的公馬、種馬、牡馬。上世紀初徐錫

華輯錄常用回字，在動物分類中「駿馬」的單詞「ārghāmāq」的「ghā」開口長
音取代「ghū」合口長音。64「ārghūmāq」的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現代維吾
爾文書寫體為「 قائارغم 」(轉寫為「ārghamāq」)，釋義為「大洋馬、高頭大馬、
駿馬」。65 
 
「馬匹類第一」的「浴洼駿」滿文轉寫為「argůma sarla」、蒙文轉寫為「argůmak 

saral」，兩者應為「ārghūmāq」的借詞。 
 
「表一」為「超洱驄」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66 
愛烏罕四駿歌 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隄67 
漢文題記 超洱驄 
第一行回文題記  ُولفارت  
轉寫(釋義) tulfar(千里馬、飛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قرا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kara(黑、黑色) 
漢文意譯 灰白帶黑色的千里馬 
《五體清文鑑》 غوماق   آر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  umak(公馬、
特別好看的馬) 

                                                 
60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 
61阿拉騰奧其爾，〈突厥語和蒙古語“馬”、“牛”名稱研究〉，李祥瑞、牛汝极編著，《阿爾泰

學論叢》(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第 1輯，頁 54。 
62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93。 
63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經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頁 267、381。 
64徐錫華輯，《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昆明：崇文印書館，1938)，頁 57。書中詞彙使用注音
符號拼寫讀音，為作者收錄自「旅京新籍友人及經商蘭州之新省同胞」。 
6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6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出骨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 
67《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冊，頁 874-875)。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ar  umak（公馬、特
別好看的馬）

漢文意譯 灰白色公馬

（二）「徠遠駵」的題記

1.《五體》「徠遠駵」（「圖 6」、「表二」）的滿文轉寫為「bojina keire」。莊吉

發先生釋義為「赤身黑鬃的高大駿馬」，《譯解》為「鬛和尾是黑色的駿馬」。滿文

64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經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1988），頁 267、381。

65  徐錫華輯，《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昆明：崇文印書館，1938），頁 57。書中詞彙使用注音
符號拼寫讀音，為作者收錄自「旅京新籍友人及經商蘭州之新省同胞」。

66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21。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67  回文書寫方向是由右至左。少數回文字母的手寫體無法由印刷字體取得，例如月 騋「hilali」
的「hi」、數字六「alti」的「ti」；此外，「凌崑白」「yakůt」漏掉字母「ků」音點。

68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頁 87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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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re」就是鬃與尾是黑色的馬，於「馬匹毛片類」指的是「棗騮」。駵同騮與驑，

《說文》為「赤馬黑毛尾」。

2.「徠遠駵」回文題記轉寫為「kuluk torok」。此兩單詞釋義都是「馬」，發音

與滿、蒙文相似，這是阿爾泰諸語系互相影響與滲透且彼此借用的辭彙。「torok」

就是「馬匹毛片類」的「棗騮」的回文，此馬為馬群中常見的深褐色馬。若把「徠

遠駵」的回文倒寫成「torok kuluk」則為另一種馬「山子」，《譯解》為「灰色的駿

馬」。

《馬可波羅遊記》記載十三世紀馬可波羅歷經土庫曼地區（Turcomania）時，

曾描述當地的三種人之一的土庫曼人（Turcoman）是信仰伊斯蘭教，居住於山

區，而平地區具有良好的牧場，飼養牛隻，還培育一種稱為「Turquans」的傑出馬

匹。69筆者目前尚為搜尋到此單詞的出處，但是僅憑字母分析，疑為「torok」加

上借自波斯語語法系統的複數字尾「ān」而結合為「torok-ān」，讀音為「tūrūk(q)

ān」。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英勇善戰，被稱為四「曲律」（「曲騄兀」），就是出自

「kuluk」，即四匹傑出的「駿馬」。70

3.《五體》「徠遠駵」的回文轉寫為「tol kurang kuluk」。「kurang」另指「馬匹

毛片類」的「栗色馬」。

回文書面體是「dol」，《譯解》的此字音譯為「tol」，應是來自《五體》「滿語

對音」欄目。其一可能是回文書寫雖是「dol」，但是讀音是「tol」，其二可能是突

厥語系中的輔音「d」與「t」常發生變換。71「dol」的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

現代維吾爾文書寫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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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意譯 灰白色公馬 
 
(二)「徠遠駵」的題記 

1. 《五體》「徠遠駵」(「圖 6」、「表二」)的滿文轉寫為「bojina keire」。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赤身黑鬃的高大駿馬」，《譯解》為「鬛和尾是黑色的駿馬」。

滿文「keire」就是鬃與尾是黑色的馬，於「馬匹毛片類」指的是「棗騮」。駵同
騮與驑，《說文》為「赤馬黑毛尾」。 
 

2.「徠遠駵」回文題記轉寫為「kuluk torok」。此兩單詞釋義都是「馬」，發
音與滿、蒙文相似，這是阿爾泰諸語系互相影響與滲透且彼此借用的辭彙。

「torok」就是「馬匹毛片類」的「棗騮」的回文，此馬為馬群中常見的深色馬。
若把「徠遠駵」的回文倒寫成「torok kuluk」則為另一種馬「山子」，《譯解》為
「灰色的駿馬」。 
 
《馬可波羅遊記》記載十三世紀馬可波羅歷經土庫曼地區(Turcomania)時，

曾描述當地的三種人之一的土庫曼人(Turcoman)是信仰伊斯蘭教，居住於山區，
而平地區具有良好的牧場，飼養牛隻，還培育一種稱為「Turquans」的傑出馬匹。
68筆者目前尚為搜尋到此單詞的出處，但是單就字母分析，疑為「torok」加上借
自波斯語語法系統的複數字尾「ān」而結合為「torok-ān」，讀音為「tūrūk(q)ān」。
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英勇善戰，被稱為四「曲律」(「曲騄兀」)，就是出自「kuluk」，
即四匹傑出的「駿馬」。69 
 

3.《五體》「徠遠駵」的回文轉寫為「tol kurang kuluk」。「kurang」另指「馬
匹毛片類」的「栗色馬」。 
 

回文書面體是「dol」，《譯解》的此字音譯為「tol」，應是來自《五體》「滿
語對音」欄目。其一可能是回文書寫雖是「dol」，但是讀音是「tol」，其二可能
是突厥語系中的輔音「d」與「t」常發生變換。70「dol」的個別單詞未錄於《五
體》，現代維吾爾文書寫體為「 لؤلددؤ 」(轉寫為「dūldūl」)，釋義為「千里馬、天
馬、飛馬、神馬」。71明顯地，此單詞是「dūl」的重覆，疑為表示強調或是誇張
之意。72 
 
「表二」為「徠遠駵」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昂藏之駵若歕玉，用昭徠遠房星低 
漢文題記 徠遠駵 
                                                 
68Marco Polo,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vol.1) p.43. 筆者推測此馬應為近代命名的「Akhal Tekke」，
漢譯為「阿哈爾捷金馬」，學者研究為汗血馬，見侯丕勛，《汗血寶馬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
版社，2006)。 
69拉施特主編，《史集》，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 1卷第 2分冊，頁 87。 
70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8)，頁 63。例如維文「郊外」是「dala」，
也是「tala」。 
7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492。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72維吾爾語的形容詞的字型上有著類似的語言特色，見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政治
大學，1978)，頁 126-129。 

」（轉寫為「dūldūl」），釋義為「千里馬、天馬、飛
馬、神馬」。72明顯地，此單詞是「dūl」的重覆，疑為表示強調或是誇張之意。73

69  Marco Polo,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vol.1) p.43. 筆者推測此馬應為近代命名的「Akhal Tekke」，漢
譯為「阿哈爾捷金馬」，學者研究為汗血馬，見侯丕勛，《汗血寶馬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
版社，2006）。

70  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卷 1，分冊 2，頁 87。
71  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頁 63。例如維文「郊外」是「dala」，也是「tala」。
7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維漢大詞典》，頁 492。本單詞承蒙評審提供，
在此謹致謝忱。

73  維吾爾語的形容詞的字型上有著類似的語言特色，見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頁 126-129。

「  「 ’「šūāī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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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為「徠遠駵」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昂藏之駵若歕玉，用昭徠遠房星低

漢文題記 徠遠駵

第一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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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題記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توروق 
轉寫(釋義) torok(棗騮) 
漢文意譯 棗騮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دو كورانک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kurang(栗色馬) t(d)ol(飛馬、有翅

膀的馬) 
漢文意譯 帶翼的栗色駿馬 
 
(三)「月出骨  騋」的題記 

1. 《五體》「月出骨  騋」(「圖 7」、「表三」)的滿文轉寫為「argatu sirga」。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一種背高體大的銀合色駿馬」，《譯解》為「背高大且白毛混黃

斑的駿馬」。 
 

2.「月出骨 騋」的回文題記與《五體》所錄幾乎相同，僅回文題記多出一個「月」，
轉寫為「a i」，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月」(天部-天文類第
一)、其二釋義為「月、一個月的稱呼」(時令部-時令類第五)。 
 
「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

新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出骨 騋」的部分題
記，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與

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出骨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غاشر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解》

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širga」，
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馬」。
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شيرغا」，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 
 
其四是「馬匹類第一」中「歕玉驄」的回文為「sirga kuluk」，滿、蒙文也都

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眼鼻赤色、鼻端白色的駿馬」。其中「sirga」書
寫體是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的「ڛيرغا」；然而，書寫體為「ڛ」的詞首字母
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文專用於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4是否「ڛ」取
而代之，目前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
解》的拼寫皆未具一致性。 

                                                 
73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اوڛو」，《欽定西域同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冊，頁 87)。 
74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

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轉寫（釋義） kuluk（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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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題記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توروق 
轉寫(釋義) torok(棗騮) 
漢文意譯 棗騮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دو كورانک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kurang(栗色馬) t(d)ol(飛馬、有翅

膀的馬) 
漢文意譯 帶翼的栗色駿馬 
 
(三)「月出骨  騋」的題記 

1. 《五體》「月出骨  騋」(「圖 7」、「表三」)的滿文轉寫為「argatu sirga」。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一種背高體大的銀合色駿馬」，《譯解》為「背高大且白毛混黃

斑的駿馬」。 
 

2.「月出骨 騋」的回文題記與《五體》所錄幾乎相同，僅回文題記多出一個「月」，
轉寫為「a i」，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月」(天部-天文類第
一)、其二釋義為「月、一個月的稱呼」(時令部-時令類第五)。 
 
「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

新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出骨 騋」的部分題
記，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與

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出骨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غاشر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解》

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širga」，
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馬」。
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شيرغا」，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 
 
其四是「馬匹類第一」中「歕玉驄」的回文為「sirga kuluk」，滿、蒙文也都

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眼鼻赤色、鼻端白色的駿馬」。其中「sirga」書
寫體是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的「ڛيرغا」；然而，書寫體為「ڛ」的詞首字母
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文專用於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4是否「ڛ」取
而代之，目前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
解》的拼寫皆未具一致性。 

                                                 
73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اوڛو」，《欽定西域同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冊，頁 87)。 
74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

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轉寫（釋義） torok（棗騮）

漢文意譯 暗褐色的棗騮駿馬

《五體清文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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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題記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توروق 
轉寫(釋義) torok(棗騮) 
漢文意譯 棗騮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دو كورانک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kurang(栗色馬) t(d)ol(飛馬、有翅

膀的馬) 
漢文意譯 帶翼的栗色駿馬 
 
(三)「月出骨  騋」的題記 

1. 《五體》「月出骨  騋」(「圖 7」、「表三」)的滿文轉寫為「argatu sirga」。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一種背高體大的銀合色駿馬」，《譯解》為「背高大且白毛混黃

斑的駿馬」。 
 

2.「月出骨 騋」的回文題記與《五體》所錄幾乎相同，僅回文題記多出一個「月」，
轉寫為「a i」，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月」(天部-天文類第
一)、其二釋義為「月、一個月的稱呼」(時令部-時令類第五)。 
 
「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

新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出骨 騋」的部分題
記，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與

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出骨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غاشر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解》

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širga」，
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馬」。
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شيرغا」，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 
 
其四是「馬匹類第一」中「歕玉驄」的回文為「sirga kuluk」，滿、蒙文也都

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眼鼻赤色、鼻端白色的駿馬」。其中「sirga」書
寫體是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的「ڛيرغا」；然而，書寫體為「ڛ」的詞首字母
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文專用於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4是否「ڛ」取
而代之，目前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
解》的拼寫皆未具一致性。 

                                                 
73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اوڛو」，《欽定西域同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冊，頁 87)。 
74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

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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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題記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توروق 
轉寫(釋義) torok(棗騮) 
漢文意譯 棗騮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دو كورانک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kurang(栗色馬) t(d)ol(飛馬、有翅

膀的馬) 
漢文意譯 帶翼的栗色駿馬 
 
(三)「月出骨  騋」的題記 

1. 《五體》「月出骨  騋」(「圖 7」、「表三」)的滿文轉寫為「argatu sirga」。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一種背高體大的銀合色駿馬」，《譯解》為「背高大且白毛混黃

斑的駿馬」。 
 

2.「月出骨 騋」的回文題記與《五體》所錄幾乎相同，僅回文題記多出一個「月」，
轉寫為「a i」，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月」(天部-天文類第
一)、其二釋義為「月、一個月的稱呼」(時令部-時令類第五)。 
 
「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

新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出骨 騋」的部分題
記，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與

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出骨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غاشر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解》

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širga」，
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馬」。
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شيرغا」，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 
 
其四是「馬匹類第一」中「歕玉驄」的回文為「sirga kuluk」，滿、蒙文也都

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眼鼻赤色、鼻端白色的駿馬」。其中「sirga」書
寫體是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的「ڛيرغا」；然而，書寫體為「ڛ」的詞首字母
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文專用於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4是否「ڛ」取
而代之，目前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
解》的拼寫皆未具一致性。 

                                                 
73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اوڛو」，《欽定西域同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冊，頁 87)。 
74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

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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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題記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توروق 
轉寫(釋義) torok(棗騮) 
漢文意譯 棗騮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دو كورانک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kurang(栗色馬) t(d)ol(飛馬、有翅

膀的馬) 
漢文意譯 帶翼的栗色駿馬 
 
(三)「月出骨  騋」的題記 

1. 《五體》「月出骨  騋」(「圖 7」、「表三」)的滿文轉寫為「argatu sirga」。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一種背高體大的銀合色駿馬」，《譯解》為「背高大且白毛混黃

斑的駿馬」。 
 

2.「月出骨 騋」的回文題記與《五體》所錄幾乎相同，僅回文題記多出一個「月」，
轉寫為「a i」，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月」(天部-天文類第
一)、其二釋義為「月、一個月的稱呼」(時令部-時令類第五)。 
 
「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

新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出骨 騋」的部分題
記，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與

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出骨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غاشر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解》

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širga」，
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馬」。
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شيرغا」，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 
 
其四是「馬匹類第一」中「歕玉驄」的回文為「sirga kuluk」，滿、蒙文也都

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眼鼻赤色、鼻端白色的駿馬」。其中「sirga」書
寫體是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的「ڛيرغا」；然而，書寫體為「ڛ」的詞首字母
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文專用於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4是否「ڛ」取
而代之，目前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
解》的拼寫皆未具一致性。 

                                                 
73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اوڛو」，《欽定西域同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冊，頁 87)。 
74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

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轉寫（釋義） kuluk（馬） kurang（栗色馬） t(d)ol（飛馬、有翅膀的馬）

漢文意譯 帶翼的栗色駿馬

（三）「月 騋」的題記

1.《五體》「月 騋」（「圖 7」、「表三」）的滿文轉寫為「argatu sirga」。莊吉發

先生釋義為「一種背高體大的銀合色駿馬」，《譯解》為「背高大且白毛混黃斑的駿

馬」。

2.「月 騋」的回文題記與《五體》所錄幾乎相同，僅回文題記多出一個

「月」，轉寫為「a i」，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月」（天部 -天文

類第一）、其二釋義為「月、一個月的稱呼」（時令部 -時令類第五）。

「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新

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 騋」的部分題記，

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

與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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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

新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出骨 騋」的部分題
記，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與

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出骨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غاشر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解》

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širga」，
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馬」。
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شيرغا」，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 
 
其四是「馬匹類第一」中「歕玉驄」的回文為「sirga kuluk」，滿、蒙文也都

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眼鼻赤色、鼻端白色的駿馬」。其中「sirga」書
寫體是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的「ڛيرغا」；然而，書寫體為「ڛ」的詞首字母
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文專用於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4是否「ڛ」取
而代之，目前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
解》的拼寫皆未具一致性。 

                                                 
73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اوڛو」，《欽定西域同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冊，頁 87)。 
74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

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

解》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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širga」，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

馬」。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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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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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首字母罕見，

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4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文專用於

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5是否「ڛ」取而代之，目前

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解》的拼寫皆未

具一致性。

「月 」意為月所生也、月生於西。而伊斯蘭教的象徵符號之一是月亮（新

月），因此這或許是隱喻性的命名，表示馬匹來自信仰伊斯蘭教的回部地區。

「表三」為「月 騋」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有騋有騋生月 ，一形十影耳竹批

漢文題記 月 騋

第一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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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為「月出骨 騋」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有騋有騋生月 ，一形十影耳竹批 
漢文題記 月出骨 騋 
第一行回文題記 ىهلال ىآ   
轉寫(釋義)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ay(月) 
第二行回文題記  ِغارش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五體清文鑑》 غاشر  هلالى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四)「凌崑白」的題記 

1. 《五體》「凌崑白」(「圖 8」、「表四」)的滿文轉寫為「kulkuri suru」。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擅長爬山越嶺的強壯白馬」，《譯解》為「巧於越山嶺的強壯白

毛駿馬」，「suru」另指「馬匹毛片類」的滿文「白馬」。 
 

2.「凌崑白」的回文題記轉寫為「kaši yakůt bodzy」，「bodzy」如前所述，意
指「濁、白或灰白色」。「kaši」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玉」
(產業部二-貨財類第一)，其二釋義為「眉」(人部一-人身類第二)。《突厥語大詞
典》解釋「kash」(即「kaši」)為「一種透明的石頭」，玉的意思，而玉龍喀什河
(釋義為「請你採玉河」)、喀拉喀什河(釋義為「墨玉河」)的漢譯都是與玉石相
關，75而漢字「喀什」就是回文玉石的對音。76《西域圖志》記錄準噶爾部的「金

屬珍寶之屬」時，提及「玉名哈斯，色多青碧，不如和闐遠甚」，77此處的「哈

斯」就是「喀什」。突厥人還稱呼額頭上有著白斑的馬為「kashqa at」，釋義為「玉
頂馬」或「白頭頂」。78 
 
「yakůt」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一處，漢字為「映青」(產業部二-

貨財類第一)，即《譯解》的「明藍色、硬且有光澤裝飾用的寶石」，顧名思義就
是一種藍色的石頭。漢字「鴉鶻石」、「鴉忽石」就是來自回文「yakůt」的對音，
見於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珠玉第十八」的「寶」品提及「屬青綠種類者為瑟

瑟珠、珇王母 綠、鴉鶻石、空青之類」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
的「寶石綱目」，79亦載於元《島夷誌略》與明《殊域周咨錄》的各地物產。於

此，細觀「凌崑白」的毛色為黃色、白色與黑色的綜合，未符青綠色系的毛色；

或者毛色色白泛青，或者僅取寶石的珍貴之意。 
 

3.《五體》「凌崑白」的回文轉寫為「ardamlik bodzy kuluk」，「ardamlik」個

                                                 
7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3卷，頁 147。 
76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7-78。 
77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52。 
78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1卷，頁 450。 
79(明)宋應星、董文校，《(校正)天工開物》(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306、(明)李時珍，《本
草綱目》(台北：台灣商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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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為「月出骨 騋」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有騋有騋生月 ，一形十影耳竹批 
漢文題記 月出骨 騋 
第一行回文題記 ىهلال ىآ   
轉寫(釋義)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ay(月) 
第二行回文題記  ِغارش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五體清文鑑》 غاشر  هلالى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四)「凌崑白」的題記 

1. 《五體》「凌崑白」(「圖 8」、「表四」)的滿文轉寫為「kulkuri suru」。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擅長爬山越嶺的強壯白馬」，《譯解》為「巧於越山嶺的強壯白

毛駿馬」，「suru」另指「馬匹毛片類」的滿文「白馬」。 
 

2.「凌崑白」的回文題記轉寫為「kaši yakůt bodzy」，「bodzy」如前所述，意
指「濁、白或灰白色」。「kaši」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玉」
(產業部二-貨財類第一)，其二釋義為「眉」(人部一-人身類第二)。《突厥語大詞
典》解釋「kash」(即「kaši」)為「一種透明的石頭」，玉的意思，而玉龍喀什河
(釋義為「請你採玉河」)、喀拉喀什河(釋義為「墨玉河」)的漢譯都是與玉石相
關，75而漢字「喀什」就是回文玉石的對音。76《西域圖志》記錄準噶爾部的「金

屬珍寶之屬」時，提及「玉名哈斯，色多青碧，不如和闐遠甚」，77此處的「哈

斯」就是「喀什」。突厥人還稱呼額頭上有著白斑的馬為「kashqa at」，釋義為「玉
頂馬」或「白頭頂」。78 
 
「yakůt」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一處，漢字為「映青」(產業部二-

貨財類第一)，即《譯解》的「明藍色、硬且有光澤裝飾用的寶石」，顧名思義就
是一種藍色的石頭。漢字「鴉鶻石」、「鴉忽石」就是來自回文「yakůt」的對音，
見於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珠玉第十八」的「寶」品提及「屬青綠種類者為瑟

瑟珠、珇王母 綠、鴉鶻石、空青之類」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
的「寶石綱目」，79亦載於元《島夷誌略》與明《殊域周咨錄》的各地物產。於

此，細觀「凌崑白」的毛色為黃色、白色與黑色的綜合，未符青綠色系的毛色；

或者毛色色白泛青，或者僅取寶石的珍貴之意。 
 

3.《五體》「凌崑白」的回文轉寫為「ardamlik bodzy kuluk」，「ardamlik」個

                                                 
7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3卷，頁 147。 
76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7-78。 
77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52。 
78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1卷，頁 450。 
79(明)宋應星、董文校，《(校正)天工開物》(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306、(明)李時珍，《本
草綱目》(台北：台灣商務，1983)。 

轉寫（釋義）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ai（月）

第二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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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為「月出骨 騋」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有騋有騋生月 ，一形十影耳竹批 
漢文題記 月出骨 騋 
第一行回文題記 ىهلال ىآ   
轉寫(釋義)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ay(月) 
第二行回文題記  ِغارش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五體清文鑑》 غاشر  هلالى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四)「凌崑白」的題記 

1. 《五體》「凌崑白」(「圖 8」、「表四」)的滿文轉寫為「kulkuri suru」。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擅長爬山越嶺的強壯白馬」，《譯解》為「巧於越山嶺的強壯白

毛駿馬」，「suru」另指「馬匹毛片類」的滿文「白馬」。 
 

2.「凌崑白」的回文題記轉寫為「kaši yakůt bodzy」，「bodzy」如前所述，意
指「濁、白或灰白色」。「kaši」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玉」
(產業部二-貨財類第一)，其二釋義為「眉」(人部一-人身類第二)。《突厥語大詞
典》解釋「kash」(即「kaši」)為「一種透明的石頭」，玉的意思，而玉龍喀什河
(釋義為「請你採玉河」)、喀拉喀什河(釋義為「墨玉河」)的漢譯都是與玉石相
關，75而漢字「喀什」就是回文玉石的對音。76《西域圖志》記錄準噶爾部的「金

屬珍寶之屬」時，提及「玉名哈斯，色多青碧，不如和闐遠甚」，77此處的「哈

斯」就是「喀什」。突厥人還稱呼額頭上有著白斑的馬為「kashqa at」，釋義為「玉
頂馬」或「白頭頂」。78 
 
「yakůt」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一處，漢字為「映青」(產業部二-

貨財類第一)，即《譯解》的「明藍色、硬且有光澤裝飾用的寶石」，顧名思義就
是一種藍色的石頭。漢字「鴉鶻石」、「鴉忽石」就是來自回文「yakůt」的對音，
見於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珠玉第十八」的「寶」品提及「屬青綠種類者為瑟

瑟珠、珇王母 綠、鴉鶻石、空青之類」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
的「寶石綱目」，79亦載於元《島夷誌略》與明《殊域周咨錄》的各地物產。於

此，細觀「凌崑白」的毛色為黃色、白色與黑色的綜合，未符青綠色系的毛色；

或者毛色色白泛青，或者僅取寶石的珍貴之意。 
 

3.《五體》「凌崑白」的回文轉寫為「ardamlik bodzy kuluk」，「ardamlik」個

                                                 
7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3卷，頁 147。 
76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7-78。 
77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52。 
78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1卷，頁 450。 
79(明)宋應星、董文校，《(校正)天工開物》(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306、(明)李時珍，《本
草綱目》(台北：台灣商務，1983)。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漢文意譯 白黃色的新月-銀合馬

《五體清文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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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為「月出骨 騋」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有騋有騋生月 ，一形十影耳竹批 
漢文題記 月出骨 騋 
第一行回文題記 ىهلال ىآ   
轉寫(釋義)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ay(月) 
第二行回文題記  ِغارش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五體清文鑑》 غاشر  هلالى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漢文意譯 新月-銀合馬 
 
(四)「凌崑白」的題記 

1. 《五體》「凌崑白」(「圖 8」、「表四」)的滿文轉寫為「kulkuri suru」。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擅長爬山越嶺的強壯白馬」，《譯解》為「巧於越山嶺的強壯白

毛駿馬」，「suru」另指「馬匹毛片類」的滿文「白馬」。 
 

2.「凌崑白」的回文題記轉寫為「kaši yakůt bodzy」，「bodzy」如前所述，意
指「濁、白或灰白色」。「kaši」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玉」
(產業部二-貨財類第一)，其二釋義為「眉」(人部一-人身類第二)。《突厥語大詞
典》解釋「kash」(即「kaši」)為「一種透明的石頭」，玉的意思，而玉龍喀什河
(釋義為「請你採玉河」)、喀拉喀什河(釋義為「墨玉河」)的漢譯都是與玉石相
關，75而漢字「喀什」就是回文玉石的對音。76《西域圖志》記錄準噶爾部的「金

屬珍寶之屬」時，提及「玉名哈斯，色多青碧，不如和闐遠甚」，77此處的「哈

斯」就是「喀什」。突厥人還稱呼額頭上有著白斑的馬為「kashqa at」，釋義為「玉
頂馬」或「白頭頂」。78 
 
「yakůt」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一處，漢字為「映青」(產業部二-

貨財類第一)，即《譯解》的「明藍色、硬且有光澤裝飾用的寶石」，顧名思義就
是一種藍色的石頭。漢字「鴉鶻石」、「鴉忽石」就是來自回文「yakůt」的對音，
見於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珠玉第十八」的「寶」品提及「屬青綠種類者為瑟

瑟珠、珇王母 綠、鴉鶻石、空青之類」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
的「寶石綱目」，79亦載於元《島夷誌略》與明《殊域周咨錄》的各地物產。於

此，細觀「凌崑白」的毛色為黃色、白色與黑色的綜合，未符青綠色系的毛色；

或者毛色色白泛青，或者僅取寶石的珍貴之意。 
 

3.《五體》「凌崑白」的回文轉寫為「ardamlik bodzy kuluk」，「ardamlik」個

                                                 
7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3卷，頁 147。 
76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7-78。 
77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52。 
78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1卷，頁 450。 
79(明)宋應星、董文校，《(校正)天工開物》(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306、(明)李時珍，《本
草綱目》(台北：台灣商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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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為「月出骨 騋」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有騋有騋生月 ，一形十影耳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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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題記 ىهلال ى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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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發先生釋義為「擅長爬山越嶺的強壯白馬」，《譯解》為「巧於越山嶺的強壯白

毛駿馬」，「suru」另指「馬匹毛片類」的滿文「白馬」。 
 

2.「凌崑白」的回文題記轉寫為「kaši yakůt bodzy」，「bodzy」如前所述，意
指「濁、白或灰白色」。「kaši」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玉」
(產業部二-貨財類第一)，其二釋義為「眉」(人部一-人身類第二)。《突厥語大詞
典》解釋「kash」(即「kaši」)為「一種透明的石頭」，玉的意思，而玉龍喀什河
(釋義為「請你採玉河」)、喀拉喀什河(釋義為「墨玉河」)的漢譯都是與玉石相
關，75而漢字「喀什」就是回文玉石的對音。76《西域圖志》記錄準噶爾部的「金

屬珍寶之屬」時，提及「玉名哈斯，色多青碧，不如和闐遠甚」，77此處的「哈

斯」就是「喀什」。突厥人還稱呼額頭上有著白斑的馬為「kashqa at」，釋義為「玉
頂馬」或「白頭頂」。78 
 
「yakůt」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一處，漢字為「映青」(產業部二-

貨財類第一)，即《譯解》的「明藍色、硬且有光澤裝飾用的寶石」，顧名思義就
是一種藍色的石頭。漢字「鴉鶻石」、「鴉忽石」就是來自回文「yakůt」的對音，
見於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珠玉第十八」的「寶」品提及「屬青綠種類者為瑟

瑟珠、珇王母 綠、鴉鶻石、空青之類」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
的「寶石綱目」，79亦載於元《島夷誌略》與明《殊域周咨錄》的各地物產。於

此，細觀「凌崑白」的毛色為黃色、白色與黑色的綜合，未符青綠色系的毛色；

或者毛色色白泛青，或者僅取寶石的珍貴之意。 
 

3.《五體》「凌崑白」的回文轉寫為「ardamlik bodzy kuluk」，「ardamlik」個

                                                 
7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3卷，頁 147。 
76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77-78。 
77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52。 
78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 1卷，頁 450。 
79(明)宋應星、董文校，《(校正)天工開物》(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306、(明)李時珍，《本
草綱目》(台北：台灣商務，1983)。 

轉寫（釋義） širga（銀合馬） hilali（新月、新月形狀）

漢文意譯 白黃色的新月-銀合馬

（四）「凌崑白」的題記

1.《五體》「凌崑白」（「圖 8」、「表四」）的滿文轉寫為「kulkuri suru」。莊吉發

先生釋義為「擅長爬山越嶺的強壯白馬」，《譯解》為「巧於越山嶺的強壯白毛駿

74  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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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題記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第二行回文題記 توروق 
轉寫(釋義) torok(棗騮) 
漢文意譯 棗騮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دو كورانک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kurang(栗色馬) t(d)ol(飛馬、有翅

膀的馬) 
漢文意譯 帶翼的栗色駿馬 
 
(三)「月出骨  騋」的題記 

1. 《五體》「月出骨  騋」(「圖 7」、「表三」)的滿文轉寫為「argatu sirga」。莊
吉發先生釋義為「一種背高體大的銀合色駿馬」，《譯解》為「背高大且白毛混黃

斑的駿馬」。 
 

2.「月出骨 騋」的回文題記與《五體》所錄幾乎相同，僅回文題記多出一個「月」，
轉寫為「a i」，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月」(天部-天文類第
一)、其二釋義為「月、一個月的稱呼」(時令部-時令類第五)。 
 
「hilali」個別單詞未錄於《五體》，此字應借自阿拉伯語，釋義為「新月、

新月形狀之物」，若與其他單詞連用，則出現兩次。其一是「月出骨 騋」的部分題
記，回文轉寫為「hilali širga」；其二為「馬匹類第一」的「明月題」，轉寫為「hilali 
torok」，《譯解》為「具有些許如月的白斑赤毛駿馬」。 
 
回字「širga」在《五體》馬匹類出現四處，表現出不規範的三種書面寫體與

拼讀。其一是《五體》與題記兩者的「月出骨  騋」回文書寫體一致，為「 غاشر 」

(「širga」)，齊齒長音符「i」音點脫落。 
 
其二是「馬匹毛片類」中「銀合馬」的回文與滿、蒙文都是「sirga」，《譯解》

為「白毛混黃斑的馬」；其三是「馬匹類第一」中「錦膊驄」的回文為「tar eil širga」，
滿、蒙文也都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肩筋具有些許赤色條紋的白馬」。
以上兩者回文書寫體一致，都是「شيرغا」，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 
 
其四是「馬匹類第一」中「歕玉驄」的回文為「sirga kuluk」，滿、蒙文也都

包含「sirga」單詞，《譯解》為「眼鼻赤色、鼻端白色的駿馬」。其中「sirga」書
寫體是具有齊齒長音符「i」音點的「ڛيرغا」；然而，書寫體為「ڛ」的詞首字母
罕見，倒是《西域同文志》中亦載有。73筆者隨機檢視《五體》中未見著察合台

文專用於拼寫阿拉伯文、波斯文借詞的字母之一的「ص」字母，74是否「ڛ」取
而代之，目前未解。又，「sirga」的詞首字母「š(s)」的滿文書寫體與對應的《譯
解》的拼寫皆未具一致性。 

                                                 
73例如「哈喇烏蘇」的「烏蘇」回字書寫體為「اوڛو」，《欽定西域同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冊，頁 87)。 
74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

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欽定西域同文志》，頁 87。
75  艾爾肯．阿熱孜，〈試論歷史上新疆地區和維吾爾文字的發展〉，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
系、中亞學研究所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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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suru」另指「馬匹毛片類」的滿文「白馬」。

2.「凌崑白」的回文題記轉寫為「kaši yakůt bodzy」，「bodzy」如前所述，意

指「濁、白或灰白色」。「kaši」的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二處，其一釋義為「玉」

（產業部二 -貨財類第一），其二釋義為「眉」（人部一 -人身類第二）。《突厥語大

詞典》解釋「kash」（即「kaši」）為「一種透明的石頭」，玉的意思，而玉龍喀什河

（釋義為「請你採玉河」）、喀拉喀什河（釋義為「墨玉河」）的漢譯都是與玉石相

關，76而漢字「喀什」就是回文玉石的對音。77《西域圖志》記錄準噶爾部的「金屬

珍寶之屬」時，提及「玉名哈斯，色多青碧，不如和闐遠甚」，78此處的「哈斯」就

是「喀什」。突厥人還稱呼額頭上有著白斑的馬為「kashqa at」，釋義為「玉頂馬」

或「白頭頂」；79於此得知這樣的稱呼是比擬白色的玉石。

「yakůt」的回文個別單詞見於《五體》一處，漢字為「映青」（產業部二 -貨

財類第一），即《譯解》的「明藍色、硬且有光澤裝飾用的寶石」，顧名思義就是

一種藍色的石頭。漢字「鴉鶻石」、「鴉忽石」就是來自回文「yakůt」的對音，見

於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珠玉第十八」的「寶」品提及「屬青綠種類者為瑟瑟

珠、珇 綠、鴉鶻石、空青之類」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的「寶

石綱目」，80亦載於元《島夷誌略》與明《殊域周咨錄》的各地物產。「yakůt」加上

「bodzy」的色澤為濁青、灰白黃青，這是牧民的色彩感，或許另取寶石的珍貴之

意。然而細觀「凌崑白」的毛色是以白色為主體，鬛毛、尾部與蹄周圍為淡黃色。

筆者以為歸屬於類似毛色的馬匹的回名或皆以白玉命名，而漢文「凌崑白」較似搭

配回名的白玉概念，而取競比於崑崙山的羊脂白玉，81且襯飾著黃褐色玉皮。

3.《五體》「凌崑白」的回文轉寫為「ardamlik bodzy kuluk」，「ardamlik」個別

單詞的漢字為「有德」（人部 -德藝類）。筆者認為此字參考孔子所言「君子比德於

玉」，譯者將原有的「玉石」（即「kašh」）引申至儒家士大夫的概念，將「玉石」

與「德行」劃上等號，遂改譯為「有德」，故「凌崑白」就是一匹「有德性的灰白

76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卷 3，頁 147。
77  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部部分》，頁 77-78。
78  鍾興麒、王豪、韓慧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52。
79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卷 1，頁 450。
80  （明）宋應星、董文校，《（校正）天工開物》（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 306；（明）李時
珍，《本草綱目》（臺北：臺灣商務，1983）。

81  例如清高宗御詩「崑崙之岡產美質，喀嗎水磨攻錯加」、「色如截肪薄如紙，西崑玉人巧無比」
出自《欽定皇輿西域圖志》，頁 87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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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馬」。

「表四」為「凌崑白」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凌崑之駿色正白，不須鞭策行追霓

漢文題記 凌崑白

第一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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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單詞的漢字為「有德」(人部-德藝類)。筆者認為此字參考孔子所言「君子比德
於玉」，譯者將原有的「玉石」(即「kašh」)或是「鴉鶻玉石」(即「kašh yakůt」)
引申至儒家士大夫的概念，將「玉石」與「德行」劃上等號，遂改譯為「有德」，

故「凌崑白」就是一匹「有德性的灰白色馬」。 
 
「表四」為「凌崑白」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凌昆之駿色正白，不須鞭策行追霓 
漢文題記 凌崑白 
第一行回文題記 قاش 
轉寫(釋義) kaši(玉) 
第二行回文題記 ياقوت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yakůt(映青) 
漢文意譯 白帶灰青色的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يک   اردام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dam  lik(有德) 

漢文意譯 有德性的灰白色馬 
 
〈四駿圖〉每一匹馬的回文名字都書寫成兩行，筆者認為第一行是馬匹的名

字，是傳統上牧民熟知在體力上或是外貌上，具有相當特色的良駒的專有名稱，

也是一匹馬的整體呈現，這些命名或是將馬已分門歸類或等第有別；第二行是馬

匹的毛色，是牧民對於馬的外觀毛色客觀的描述與形容，以達到足以辨識的程

度。結合上述兩者足以勾勒出一匹馬的形體，而《五體》中回文的「四駿」名稱

也是採相同的表述。所以「超洱驄」的名字是「千里馬」(或是「特別好看的公
馬」)，毛色是「灰黑色」、「徠遠駵」的名字是「飛馬」(或是「帶翼駿馬」)，毛
色是「深色」、「月出骨 騋」的名字是「新月」，毛色是「白毛混黃斑」、「凌崑白」
的名字是「玉」(或是「有德的」)，毛色是「灰白色」。而「四駿」的漢文命名
疑是主動搭配回文而選用適切的名稱。 
 
「四駿」的四體題記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早於辭書中首次出現「四

駿」詞條、制定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僅具有滿、漢二體)，
故推論此處辭書所收錄的「四駿」名稱(僅有滿文與漢文)應該源自繪畫〈四駿圖〉
的四匹駿馬名字，且前後名稱也依照畫中順序。辭書中首次出現「四駿」的回文

詞條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五體清文鑑》，與〈四駿圖〉相距三十年之遙，
於此推估「四駿」的題記與《五體清文鑑》兩者的書家(譯者)難為同一人，80此

或為「四駿」的兩種回文譯名不相符的原因之一。再者，〈四駿圖〉回文題記對

於馬匹尺寸的表述不同於滿、蒙文，亦非漢文的直譯，於此或可推敲出當時的回

文書家(譯者)可能在不熟悉漢文的條件下，遂直接使用他所熟悉的回部維吾爾
族，或是對於馬匹熟知的哈薩克族等的既有的馬匹尺寸(測量)敘述方式，故他應
是運用回文的本民族書寫者(或譯者)。 

 
筆者認為《五體清文鑑》多體語文中最後才添進的回文譯文，其譯者可能參

                                                 
80與〈四駿圖〉同於 1763年完成的《欽定西域同文志》至少出現與回文書寫相關的兩個人名，
一是纂修官乾清門侍衛白和卓，另一名是繕寫回字的回子教習巴巴克。 

轉寫（釋義） kaši（玉）

第二行回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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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單詞的漢字為「有德」(人部-德藝類)。筆者認為此字參考孔子所言「君子比德
於玉」，譯者將原有的「玉石」(即「kašh」)或是「鴉鶻玉石」(即「kašh yakůt」)
引申至儒家士大夫的概念，將「玉石」與「德行」劃上等號，遂改譯為「有德」，

故「凌崑白」就是一匹「有德性的灰白色馬」。 
 
「表四」為「凌崑白」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凌昆之駿色正白，不須鞭策行追霓 
漢文題記 凌崑白 
第一行回文題記 قاش 
轉寫(釋義) kaši(玉) 
第二行回文題記 ياقوت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yakůt(映青) 
漢文意譯 白帶灰青色的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يک   اردام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dam  lik(有德) 

漢文意譯 有德性的灰白色馬 
 
〈四駿圖〉每一匹馬的回文名字都書寫成兩行，筆者認為第一行是馬匹的名

字，是傳統上牧民熟知在體力上或是外貌上，具有相當特色的良駒的專有名稱，

也是一匹馬的整體呈現，這些命名或是將馬已分門歸類或等第有別；第二行是馬

匹的毛色，是牧民對於馬的外觀毛色客觀的描述與形容，以達到足以辨識的程

度。結合上述兩者足以勾勒出一匹馬的形體，而《五體》中回文的「四駿」名稱

也是採相同的表述。所以「超洱驄」的名字是「千里馬」(或是「特別好看的公
馬」)，毛色是「灰黑色」、「徠遠駵」的名字是「飛馬」(或是「帶翼駿馬」)，毛
色是「深色」、「月出骨 騋」的名字是「新月」，毛色是「白毛混黃斑」、「凌崑白」
的名字是「玉」(或是「有德的」)，毛色是「灰白色」。而「四駿」的漢文命名
疑是主動搭配回文而選用適切的名稱。 
 
「四駿」的四體題記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早於辭書中首次出現「四

駿」詞條、制定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僅具有滿、漢二體)，
故推論此處辭書所收錄的「四駿」名稱(僅有滿文與漢文)應該源自繪畫〈四駿圖〉
的四匹駿馬名字，且前後名稱也依照畫中順序。辭書中首次出現「四駿」的回文

詞條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五體清文鑑》，與〈四駿圖〉相距三十年之遙，
於此推估「四駿」的題記與《五體清文鑑》兩者的書家(譯者)難為同一人，80此

或為「四駿」的兩種回文譯名不相符的原因之一。再者，〈四駿圖〉回文題記對

於馬匹尺寸的表述不同於滿、蒙文，亦非漢文的直譯，於此或可推敲出當時的回

文書家(譯者)可能在不熟悉漢文的條件下，遂直接使用他所熟悉的回部維吾爾
族，或是對於馬匹熟知的哈薩克族等的既有的馬匹尺寸(測量)敘述方式，故他應
是運用回文的本民族書寫者(或譯者)。 

 
筆者認為《五體清文鑑》多體語文中最後才添進的回文譯文，其譯者可能參

                                                 
80與〈四駿圖〉同於 1763年完成的《欽定西域同文志》至少出現與回文書寫相關的兩個人名，
一是纂修官乾清門侍衛白和卓，另一名是繕寫回字的回子教習巴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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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單詞的漢字為「有德」(人部-德藝類)。筆者認為此字參考孔子所言「君子比德
於玉」，譯者將原有的「玉石」(即「kašh」)或是「鴉鶻玉石」(即「kašh yakůt」)
引申至儒家士大夫的概念，將「玉石」與「德行」劃上等號，遂改譯為「有德」，

故「凌崑白」就是一匹「有德性的灰白色馬」。 
 
「表四」為「凌崑白」四駿歌、回文題記、《五體清文鑑》回文與轉寫。 
愛烏罕四駿歌 凌昆之駿色正白，不須鞭策行追霓 
漢文題記 凌崑白 
第一行回文題記 قاش 
轉寫(釋義) kaši(玉) 
第二行回文題記 ياقوت بوز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yakůt(映青) 
漢文意譯 白帶灰青色的駿馬 
《五體清文鑑》 ليک   اردام بوز كولوک  
轉寫(釋義) kuluk(馬) bodzy(濁、灰白

色、白色) 
ardam  lik(有德) 

漢文意譯 有德性的灰白色馬 
 

〈四駿圖〉每一匹馬的回文名字都書寫成兩行，筆者認為第一行是馬匹的名

字，是傳統上牧民熟知在體力上或是外貌上，具有相當特色的良駒的專有名稱，

也是一匹馬的整體呈現，這些命名或是將馬已分門歸類或等第有別；第二行是馬

匹的毛色，是牧民對於馬的外觀毛色客觀的描述與形容，以達到足以辨識的程

度。結合上述兩者足以勾勒出一匹馬的形體，而《五體》中回文的「四駿」名稱

也是採相同的表述。所以「超洱驄」的名字是「千里馬」(或是「特別好看的公
馬」)，毛色是「灰黑色」、「徠遠駵」的名字是「飛馬」(或是「帶翼駿馬」)，毛
色是「深色」、「月出骨 騋」的名字是「新月」，毛色是「白毛混黃斑」、「凌崑白」
的名字是「玉」(或是「有德的」)，毛色是「灰白色」。而「四駿」的漢文命名
疑是主動搭配回文而選用適切的名稱。 
 
「四駿」的四體題記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早於辭書中首次出現「四

駿」詞條、制定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僅具有滿、漢二體)，
故推論此處辭書所收錄的「四駿」名稱(僅有滿文與漢文)應該源自繪畫〈四駿圖〉
的四匹駿馬名字，且前後名稱也依照畫中順序。辭書中首次出現「四駿」的回文

詞條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五體清文鑑》，與〈四駿圖〉相距三十年之遙，
於此推估「四駿」的題記與《五體清文鑑》兩者的書家(譯者)難為同一人，80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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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家(譯者)可能在不熟悉漢文的條件下，遂直接使用他所熟悉的回部維吾爾
族，或是對於馬匹熟知的哈薩克族等的既有的馬匹尺寸(測量)敘述方式，故他應
是運用回文的本民族書寫者(或譯者)。 

 
筆者認為《五體清文鑑》多體語文中最後才添進的回文譯文，其譯者可能參

                                                 
80與〈四駿圖〉同於 1763年完成的《欽定西域同文志》至少出現與回文書寫相關的兩個人名，
一是纂修官乾清門侍衛白和卓，另一名是繕寫回字的回子教習巴巴克。 

轉寫（釋義） bodzy（濁、灰白色、白色） yakůt（映青）

漢文意譯 白帶灰青色的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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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意譯 有德性的灰白色馬

〈四駿圖〉每一匹馬的回文名字都書寫成兩行，筆者認為第一行是馬匹的名

字，是傳統上牧民熟知在體力上或是外貌上，具有相當特色的良駒的專有名稱，也

是一匹馬的整體呈現，這些命名或是將馬已分門歸類或等第有別；第二行是馬匹的

毛色，是牧民對於馬的外觀毛色客觀的描述與形容，以達到足以辨識的程度。結合

上述兩者足以勾勒出一匹馬的形體，而《五體》中回文的「四駿」名稱也是採相同

的表述。所以「超洱驄」的名字是「千里馬」（或是「特別好看的公馬」），毛色是

「青白灰黑色」，牠是一匹急駛的駿馬；「徠遠駵」的名字是「飛馬」（或是「帶翼

駿馬」），毛色是「深色」，牠是一匹奔蹄喘氣的黑鬛赤馬；「月 騋」的名字是「新

月」，毛色是「白毛混黃斑」，牠是一匹高大的牝馬，飛快掃過路徑；「凌崑白」的

名字是「玉」（或是「有德的」），毛色是「白色混黃灰」，牠急速行駛，足堪追趕天

際雲霓。而漢文的命名疑是主動配合而選用適切的名稱。

「四駿」的四體題記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早於辭書中首次出現「四

駿」詞條、制定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僅具有滿、漢

二體），故推論此處辭書所收錄的「四駿」名稱（僅有滿文與漢文）應該源自繪

畫〈四駿圖〉的四匹駿馬名字，且前後名稱也依照畫中順序。辭書中首次出現「四

駿」的回文詞條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五體清文鑑》，與〈四駿圖〉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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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之遙，於此推估「四駿」的題記與《五體清文鑑》兩者的書家（譯者）難為

同一人，82此或為「四駿」的兩種回文譯名不相符的原因之一。再者，〈四駿圖〉回

文題記對於馬匹尺寸的表述不同於滿、蒙文，亦非漢文的直譯，於此或可推敲出當

時的回文書家（譯者）可能在不熟悉漢文的條件下，遂直接使用他所熟悉的回部維

吾爾族，或是對於馬匹熟知的哈薩克族等的既有的馬匹尺寸（測量）敘述方式，故

他應是運用回文的本民族書寫者（或譯者）。

筆者認為《五體清文鑑》多體語文中最後才添進的回文譯文，其譯者可能參

考過畫作回文題記，或者漢文或是滿、蒙文。本身可能具備較多的漢文文化背景，

從前述「凌崑白」的回文題記「玉石」（「kašh」）引申為辭書中「有德行的」即可

印證。學者分析《五體清文鑑》回文的「引證材料豐富、語義分類恰當」，判斷這

批翻譯與編輯的回文程度高且學識淵博。83又，這批辭書譯者也有可能是回部（伯

克）等人，因為受降、有功，封爵之後從回部各大城，帶著不同文化、方言、語

音、書體與地方用語內徙京城，之後入宮從事回文相關事務，因此時代與語言背景

直接影響著辭書的回文書體與用語，或者因此導致「題記」與《五體》的四駿用詞

不同。

「超洱驄」的蒙文「題記」與《五體》蒙文所錄完全相同，其他三匹則互異。

經由「題記」、《五體》、《譯解》三者比對，得知辭書《五體》中的三匹馬各有兩個

名稱，詞條的主字是另一個新增添的詞彙，相對於旁附的較小字體，則與畫作的蒙

文「題記」相同，84於此推測蒙文譯者應該參考過「題記」，間接或可說明除了漢文

和滿文是輯錄自原始的繪畫「題記」，而後來增加的蒙文、藏文與回文，是在辭書

編纂之際，譯者或對照漢文與滿文而做出相對應的翻譯為主。

遊牧民族各個氏族部落擁有各自專屬與固定的獨特符號圖案，稱為標

記、印記，刻畫、烙印於屬於本氏族的物、畜財產，例如號令、詔書、府庫

（「tughrāgh」）與畜群，以茲識別並彰顯所有權且傳承子孫，突厥部族亦然，

「dāgh」就是打印在馬等牲畜上的畜印，尺寸大到可從遠方識別。85中原王朝監理

82  與〈四駿圖〉同於 1763年完成的《欽定西域同文志》至少出現與回文書寫相關的兩個人名，
一是纂修官乾清門侍衛白和卓，另一名是繕寫回字的回子教習巴巴克。

83  熱扎克、買提尼牙孜主編，《西域翻譯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7），頁 216。
84  此處承蒙評審指正，在此謹致謝忱。「四駿」蒙文題記見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
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 2期（2006年冬季），頁 80。

85  拉施特主編，《史集》，余大鈞、周建奇譯，卷 1，分冊 1，頁 141-14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語大詞典》，卷 1，頁 62-64，488、卷 3，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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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匹也有類似的方法，在馬匹軀幹的右膊、右髀或是尾側烙下不同的文字，以表示

馬匹的年齡、狀態、所屬等。86五代胡瑰〈出獵圖〉、〈回獵圖〉於馬左髀部位上有

「肅」、宋李唐〈文姬歸漢圖〉於馬左腿上的「圖案」，87以及印度莫臥爾帝國的〈駿

馬圖〉（Portrait of the Horse, 1650）於後右髀上出現的「勝利」（「zafār」）字眼， 88皆

可明顯地辨識出馬匹身上的烙印。「四駿」軀幹上並未發現足以辨別的部落符號，

或許郎氏未予入畫。

直觀無馬具、無飾品的「四駿」，體型為四肢細長、腿關節略突顯、面小立體

且頭鼻狹長、明眸鼻孔寬大、軀幹成圓管狀且尻部圓翹、全身肌腱緊實且胸肌發

達、頸肌粗壯且鬐甲（頸礎、肩隆）特別突出（迎面的「凌崑白」無法辨別）、馬

蹄圓硬；全身毛髮稀疏，僅額頭具有較多的門鬃，「凌崑白」與「月 騋」則具有

較濃密的頸部鬣毛。

「四駿」或靜站立或動步伐的體態優美，不像駝物與拉車的馱馬、輓馬或是一

般乘用馬，「四駿」體態精實，氣宇敏捷，應為戰士的坐騎。關於「四駿」馬的種

類歸屬目前未解，基於「愛哈默特沙」的地緣是今日阿富汗、巴基斯坦與印度西

北處且「地產良馬」，89據此推測上述地區所產出的馬種，甚至鄰近的伊朗、中亞

地區皆有可能，例如今日印度西北拉賈斯坦（Rajasthan）地區歷史上的拉吉普特
（Rajput）騎士的戰馬「Marwari」馬、印度西南的「Kathiawari」馬，或是伊朗的突
厥馬土庫曼種「Turkoman」馬皆極有可能。90不過馬匹歷經數百年演化與自然生態

的改變，以及十八世紀以降均經過大量人工改良育種等因素，馬匹品種的辨識更加

困難。

86  謝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147。
87  《歷代畫馬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1978），頁 15、18、33。
88  《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 250年收藏展》（臺北：時藝多媒體傳播，2007），頁 273。
89  《皇清職貢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4），卷九，頁

718。
90  Elwyn Hartley Edwards,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Horse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1994), pp. 

160 -163. Bonnie L. Hendrick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orse Breed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pp. 424-427. 筆者直觀「四駿」的耳朵形狀與書中所述印度馬互異，
但「四駿」外貌與「Turkoman」（土庫曼）馬相似。又，16世紀之後的印度蒙兀爾帝國與伊
朗繪畫中的馬匹外形皆與「四駿」形似，為頭小、軀幹呈圓管狀且肌肉緊實。此外，西方學
者曾提及「杜蘭尼的騎兵騎著土庫曼馬」，見 Sir Percy Sykes, A History of Afghanistan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40), p.362；亦有 19世紀西方旅者見聞「土庫曼馬耐力極佳、例如有
一匹是棗紅色，約 16個一手的寬度（hand）、頸脖微斜、肩窄厚實、腿略長、馬尾較少」，見
Valentine Baker, Clouds in the East: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n the Perso-Turkoman Frontie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876), p.156；以及位於布哈拉南方的「Maymene的馬市集的優良馬匹來自
附近的烏茲別克或是土庫曼，之後多被出口至黑拉蚩、坎大哈、喀布爾，也經常至印度」，見
Armin Vambery,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5), p.293等，於此或可推
測「四駿」極有可能屬於突厥種的「土庫曼」名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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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駿」的回文尺寸釋義

〈四駿圖〉馬匹的高與長的回文分別轉寫是「igidzy」，漢意為「高」，見於《五

體》的「人部二 -容貌類第五」，加上一個表示歸屬、抽象的後綴詞「liki」，釋義為

「高度」；轉寫是「udzun」，漢意為「長」，見於《五體》的「器皿部 -諸物形狀類

第一」，加上一個表示歸屬、抽象的後綴詞「liqi」，釋義為「長度」。91而數目字皆

屬「數目類第一 -第二」的單詞。

「四駿」漢文的長度單位是「尺」和「寸」，皆見於《五體》的「器皿部 -量度

類」，「尺」釋義為「十寸」、「寸」釋義為「二指」；再者，「四駿」中的滿文與蒙

文的「尺」、「寸」與《五體》所錄相同，但是回文卻與《五體》中的回文「尺」

（「gaz」）與「寸」（「iki-ilik」、「兩個一指」）書寫不相同，亦即「四駿」回文的

「尺」和「寸」另書它種量詞單位。

「四駿」中回文使用的長度單位其一轉寫是「suyem」，漢意為「一虎口」，見於

《五體》兩處，分別是「器皿部 -量度類」，釋義為「大拇指與食指伸開的長度」與

「人部一 -人身類第四」且釋義為「食指」，筆者取前者；其二轉寫是「ilik」，見於

《五體》的「器皿部 -量度類」，釋義為「一指」。92筆者目前僅查找到中國突厥語系

中的哈薩克語廣泛使用以手指、手臂各部份來表示長度單位，「伸出的拇指與彎曲

的食指叉開所量的長度」為「syjem」，93應為上述的「suyem」，以及「一指寬」為

「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91  劉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頁 97-99。科特維奇，哈斯譯，《阿爾泰諸語言研究》，頁 93。這
樣的表述也符合輔音和諧律。

92  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長共編，《五體清文鑑譯解》上卷（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
1966），頁 744-745。

93  王遠新，〈現代哈薩克語量詞淺析〉，中國突厥語研究會編，《中國突厥語研究論文集》（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1），頁 233。單詞「suyem」未見於本文所查找的《維漢大詞典》與波英字典
（The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另今日維語中有拇指和中指張開的長度「拃」

(「rerit ∫」)、兩臂左右伸直的長度「庹」(「rulat ∫」)，見趙相如、朱志寧編著，〈維吾爾語簡
志〉，中國突厥語研究會編，《中國突厥語研究論文集》，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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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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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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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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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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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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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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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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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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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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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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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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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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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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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20 

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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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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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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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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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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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一)「超洱驄」的尺寸(「表五」) 
高「七尺六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二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五」為「超洱驄」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二)「徠遠駵」的尺寸(「表六」) 
高「七尺七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四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八個一指」 
 
「表六」為「徠遠駵」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تورت 
轉寫(釋義) torte(四)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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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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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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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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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سويوم ايكى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iki (二) suyem (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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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寬」為「eli」，應為上述的「ilik」。 
 
承上，「四駿」回文的高度與長度的表述採取與漢、滿、蒙不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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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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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回文 ايليک اوزون ليقى 
轉寫(釋義) liqi(後綴詞) udzun(長) ilik(一指) 
第四行回文 اون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on(十) 
第五行回文 سكيز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sakis(八) 
 
(三)「月出骨  騋」的尺寸(「表七」) 
高「七尺八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七」為「月出骨 騋」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كزا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بش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轉寫（釋義） biyeši（五）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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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21 

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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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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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21 

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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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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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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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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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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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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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21 

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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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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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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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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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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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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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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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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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 (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يکايل  ا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四)「凌崑白」的尺寸(「表八」) 
高「七尺五寸」，回文的表述是「十五個一虎口」 
長「八尺三寸」，回文的表述是「十六個一虎口、六個一指」 
 
「表八」為「凌崑白」尺寸的回文題記與與轉寫。 
第一行回文 اكيز ليكى ا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ki(後綴詞) igidzy(高) 
第二行回文  ُوا  بش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u(dzun) (長) suyem(一虎口) biyeši(五) 
第三行回文 قىلي اون  زون 
轉寫(釋義) on(十) liqi(後綴詞) (u)dzun(長) 
第四行回文 آلته سويوم 
轉寫(釋義) suyem(一虎口) alti(六) 
第五行回文 آلته ايليک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

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量詞虎口(「suyem」)+    數字+量詞一指(「ilik」) 

 
題記中「十五」的「五」的書寫體「beš」與《譯解》的轉寫「biyeši」互異，

或因為古今、地域性讀音不同所致；再者，部份字母漏掉齊齒長音點與開口音符，

例如「月出骨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
寸第二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出骨  騋」尺
寸的第一行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

書寫而將部分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

文的單詞「長」。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個
「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 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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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回文   ايليک  سويوم آلته 
轉寫(釋義) ilik(一指) alti(六) suyem(一虎口) 
第三行回文 اوزون ليقى ا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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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行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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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 騋」尺寸的第一行回文「高」、第五行回文「六」，而「凌崑白」尺寸第二

行回文「長」則添加合口長音符；「超洱驄」、「徠遠駵」與「月 騋」尺寸的第一行

回文「十」與「五」為共用音點；又因行距齊寬之故，有些單詞拆開書寫而將部分

字母書寫到接續的次行，例如「凌崑白」的第二行回文與第三行回文的單詞「長」。

承上，每匹馬的回文尺、寸皆書寫五行，且文句語法陳述相同，其中僅數據互異。

馬匹的高度文句為：

高（「igidzy liki」）    +數字 +量詞虎口（「suyem」）+    數字 +量詞一指（「ilik」）

馬匹的長度文句為：

長（「udzun liqi」）    +數字 +量詞虎口（「suyem」）+    數字 +量詞一指（「ilik」）

據此，筆者對照換算得出漢文的一「尺」（「尺」釋義為「十寸」）等於兩

個「虎口」（「suyem」），那麼一個「虎口」（「suyem」）等於漢文五「寸」；漢文

一「寸」等於兩個「一指」（「ilik」，同《五體》所錄「寸」釋義為「二指」）。簡言

之，回文用「虎口」代替「尺」，而「寸」的表述與《五體》相同。尺寸之間、虎

口與一指之間都是十進位。故

「超洱驄」：

高「七尺六寸」等於「7×2＝ 14個虎口、6×2＝  12個一指」，兩者合起來就是「15

個虎口、2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等於「8×2＝ 16個虎口、4×2＝ 8個一指」。

「徠遠駵」：

高「七尺七寸」等於「7×2＝ 14個虎口、7×2＝  14個一指」，兩者合起來就是「15

個虎口、4個一指」，

長「八尺四寸」等於「8×2＝ 16個虎口、4×2＝ 8個一指」。

「月 騋」：

高「七尺八寸」等於「7×2＝ 14個虎口、8×2＝  16個一指」，兩者合起來就是「15

個虎口、6個一指」，

長「八尺三寸」等於「8×2＝ 16個虎口、3×2＝ 6個一指」。

「凌崑白」：

高「七尺五寸」等於「7×2＝ 14個虎口、5×1＝  1個虎口」，兩者合起來就是「15

個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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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八尺三寸」等於「8×2＝ 16個虎口、3×2＝ 6個一指」。

又據學者研究清代各類尺度的一尺折合今日約在 31公分至 38.5公分之間，94

如此換算出最矮高度「七尺五寸」的「凌崑白」最少應為 217公分，如此高大的馬

匹，較不合理（除非算入馬匹頸部至頭部，但此方式又非傳統的馬匹高度算法）。

然而清高宗在〈御製愛烏罕四駿歌〉與〈再題李公麟五馬圖〉中強調李公麟所繪

騏驥院所收「高者不過五尺六寸」，遠遠不及愛烏罕「均高逾七尺」的駃騠，95或者

此為突厥馬與較低矮的蒙古馬之間的自然差異。若以新莽與後漢的一尺合 23.04公

分計算， 96「凌崑白」的高度最少約為 161公分，頗符合真實的馬匹高度。又「凌崑

白」鼻頭至馬尾的長度為「八尺三寸」，若以清代尺度計算，最少為 240公分（約

7.8英尺），此為符合一般馬匹長度，97若以漢尺計算約 184公分，則顯得較短。

西方世界傳統以來就是以「一手的寬度」測量馬的體高，為馬站立時，從前腳

蹄部往上垂直測量到鬐甲的高度（即馬背的最高點、馬頸部與軀幹連接處），但是

不包括馬頸子以上的高度。「一手的寬度」起源於中世紀，一個併攏的手寬（英文

單位為「hand」）相當於今日的 4英寸，即 10.16公分（或約定俗成為 10公分），98

例如 15.2hh（hand high）體高的馬匹就是 15×4＝ 60英吋＝ 152.4公分；.2hh表示

2英吋，等於 5公分（1英吋約 2.54公分），這種測量方式是以 4英吋為單位，所以

小數點之後的數字不會超過 4，僅為 1-3英吋，約等於 2.54公分至 7.6公分。

據此，筆者假設回文所表述的馬匹的身高與體長或者就是採取上述中世紀以來

的傳統量馬的方式。「虎口」（suyem）或者等同「一手的寬度」（hand），雖然虎口

為「大拇指與食指伸開的長度」，而「hand」是併攏的手寬度，兩者釋義不同。「四

駿」高度至少是「十五個一虎口」均落在上述阿富汗附近地緣所屬的一般馬匹的高

度 140-160公分（14hh-16hh）。99不過，回文中的「二個一指」、「四個一指」、「六

94  丘光明編著，《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頁 118-119。
95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頁 874-875。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冊 9，卷
一。

96  吳洛，《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65。
97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rse_length（檢索日期：2012年 7月 14日）。
98  Elwyn Hartley Edwards,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Horse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1994), p. 387.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nd_(unit)（檢索日期：2012年 7月 14日）。
99  「Marwari」馬的平均高度 1.50m (14-15.2hh或 14.3hh), 「Kathiawari」馬的平均高度 1.52m (13.3-

14.3hh或 15hh), 「Turkoman」馬的平均高度 15-16hh, 「Akhal Teke」馬的平均高度 1.57m(15.2hh
或 14.2-16hh) 見 Bonnie L. Hendrick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orse Breed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pp. 279, 250, 424, 4. Elwyn Hartley Edwards,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Horse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1994), pp. 163, 16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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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一指」、「八個一指」與「一手的寬度 hand」之間的換算，尚待釐清。

推測若能運用「虎口」為量馬的單位，那麼〈四駿圖〉回文題記應該算是具有

傳統牧馬民族的獨特表述，非轉譯自漢文。循此，回文的翻譯者或為熟悉遊牧民族

且為口操回語的本族人，對於馬匹體高與體長採本民族既有的表述方式，故未採取

漢文「尺」與「寸」的回文直譯，也未照著漢文的字面翻譯，也不同於蒙文與滿文

是譯自漢文。

由乾隆二十八年御製〈愛烏罕刀〉詩得知，阿合馬沙不僅貢馬，還託使者密爾

漢貢「刀」，「繄密爾漢感悅并貢刀，可否諮公卿，笑而許之聯彼情。長跪百鍊雙手

擎，彎如碧水弓在檠，雖弗適用器則精，上有白氣橫長庚，不資磨瑩漫理呈」。100

或許藉由宮中遺存具有印度蒙兀爾風格的痕都斯坦玉刀柄的刀劍（「圖 9」），窺得彎

如半弓的「愛烏罕刀」的模樣，101不過「愛烏罕貢馬」的英姿，卻因郎世寧的寫真

而流傳下來。

〈愛烏罕四駿圖〉中高大、倜儻非凡的貢馬「青色驄、褐色駵、黃色騋、白色

駿」甚得清高宗歡喜，藉得郎氏的泰西筆法，真確地留存馬匹物種各具殊色的外觀

與特徵，而以四體題記錄下「別毛按品予嘉號」，則是具體展現出清帝國江山多元

化語文的背景，其中的回文題記也確實反映出具有民族語言、文化與地域性的當代

特色；而畫作本身見證十八世紀中葉清代與周邊地區往來，尤其是南亞的關係發展

歷程。

筆者感謝清史專家莊吉發教授提供〈四駿圖〉的回文資料。另承蒙匿名審查人給予

詳細指正、意見與提供參考書目，進而協助釋義四個相關詞彙，使得〈四駿圖〉與

《五體清文鑑》中互為關聯性的回文得以全部釐清，於此謹致謝忱。文中若有錯誤，

概由作者負責。

100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頁 874。
101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121。又乾隆二十八
年正月十九日「郎中白世秀來說總管張玉交回子腰刀一把，傳旨著照原舊花樣另鞔黑皮，欽
此……」。據此述與時間序，疑此「回子腰刀」或為密爾漢所貢的「愛烏罕刀」，見《各作成做
活計清檔 -乾隆二十八年》（6）〈鞍甲作〉，Box No. 113（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本），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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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s of the Uyghur Inscriptions of the 
Painting of Four Steeds of Afghan

Luo Ai-l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bstract

Ahmad Shah Durrānī paid tribute of four excellent horses to China and were 
painted by the court painter Giuseppe Castiglione in the twentieth-eight year of 
Ch’ien-Lung Emperor (1763). The names and dimensions of each horse were scribed 
in Uyghur, Chinese, Manchu, Mongol languages in sequence, however the Uyghur 
inscriptions are not interpreted and clarified. With the help of Wu-T‘i Ch‘ing-Wên-
Chien, Wu-T‘i Ch‘ing-Wên-Chien,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this article tried to clear 
the meanings of these inscriptions. 

Keywords:  Four Steeds of Afghan, Wu-T‘i Ch‘ing-Wên-Chien, Uyghur (Chaghatay), 
Giuseppe Castigl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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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郎世寧　〈愛烏罕四駿圖〉　紙本　縱40.7公分　橫297.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2　 《五體清文鑑》內的「四駿」單詞　出自《五體清文鑑》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57　第3冊



圖3　 《御製增訂清文鑑》　出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233

圖4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出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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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愛烏罕四駿圖〉超洱驄的四體題記 圖6　 〈愛烏罕四駿圖〉徠遠駵的四體題記

圖7　 〈愛烏罕四駿圖〉月 騋的四體題記 圖8　 〈愛烏罕四駿圖〉凌崑白的四體題記

圖9　 痕都斯坦玉柄短劍　總長約3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




